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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清代雍正时期的青花瓷“兰亭会”笔
筒，直壁，圈足，口径 19.8 厘米，底径 19.2 厘米，高 21 厘米，制作考
究，造型规整。据专家考证，此笔筒用的很可能是浙江产的上等
青料，从高超的烧造技术及绘画技巧来看，当为景德镇御窑厂的
高手所做。笔筒外壁通景绘《兰亭修褉图》，画面上青山绿水，松
柏青翠，花草繁茂，溪中清流激湍，景色恬静宜人。所绘人物众
多，神情各异，或细观青竹，或专心弈棋，或抚鬓聆听琴声，或展书
谈古论今；数名童子或担酒抱瓮，或奉酒放觞，或驻足凝神听琴，
形态活泼生动。

修禊（xì）是传统民俗，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始固定
为三月三日），人们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兰亭修褉图》说的
就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 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
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共 42 人会聚山阴兰亭

“修禊”。这次兰亭雅集，有 11 人各成诗 2 首，15 人各成诗一首，
16 人因做不出诗各罚酒 3 杯。大家把诗汇集起来，公推此次聚会
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写一篇序文，记录此次盛会。王羲
之乘着酒兴，即席挥洒，心手双畅，写下了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
行书”的《兰亭集序》。此文隽妙雅逸，不仅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
美散文，更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
一座高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

雍正一朝虽仅 13 年，但政局平稳，百姓安居乐业。雍正皇帝
对瓷器特殊偏爱使此时的景德镇瓷业较前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瓷
器品种繁多，釉色齐备，被誉为历代之冠。瓷器纹饰中的人物故
事画题材选择不仅广泛，而且描绘细腻，人物比例恰当，更富有书
卷气，“兰亭会”笔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代表了雍正时期笔绘艺
术的最高水平，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书法文化气息，极具
艺术魅力，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还是研究《兰亭序》的重要
参照资料。

“兰亭会”笔筒
书卷气浓韵味深书卷气浓韵味深

□王家年

明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期，尤其是洪武、永乐、宣德时
期，品种繁多，质量上乘。永乐、宣德的青花可以说在青花史上是
数一数二。瓷器发展到成化年间，便有了后来文物收藏界“成化
无大器”的说法，意思是成化的官窑没有大件器物的烧造，只流传
下来一些小件精品。斗彩鸡缸杯是成化制瓷中最成功的作品，在
明代晚期就备受收藏界重视。

斗彩鸡缸杯仅供皇家御用，量少而精，色彩缤纷鲜明，抚之柔
润如玉。目前全球存世的成化鸡缸杯仅十几件，大部分被台北故
宫博物院、伦敦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私人收藏、能在市面上
流通的仅剩 3 只，笔者藏友手中这只便在其中，杯高 3.5 厘米，口
径 8 厘米，足径 4.3 厘米。

成化是明朝第八位皇帝宪宗的年号，神宗是明朝第十三位皇
帝，年号万历。《神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宗尚食，御前有成
杯一双，值钱十万”。意思是说神宗喜欢吃，桌子上有两个小杯，能
值十万钱。这两个小杯就是成化斗彩鸡缸杯。

1999 年 4 月，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
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 2917 万元港币的天
价；2014 年 4 月，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重要中国
瓷器及工艺品春拍上，以 2.8 亿港元成交价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
卖纪录。

“斗彩”瓷器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雪白
的瓷器胎体上，用当时特有的釉下淡雅青花作轮廓线，再以艳丽
的红、绿、黄、紫等诸色填在釉上，入窑经低温二次烧成，姹紫嫣
红、交相辉映。

关于斗彩鸡缸杯的来历，有史书上说，成化皇帝热衷书画，有
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
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便萌发了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思。另有
学者分析说，杯上画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成化元年是鸡年，二是

“鸡”和“吉”谐音。
成化皇帝宪宗在位 23 年，他登基后不顾大臣反对娶了大他

17 岁、一直照顾他生活的宫女万贞儿，并封为贵妃。万贵妃喜欢
鸡缸杯，成化皇帝就用景德镇御窑烧造的鸡缸杯陪万贵妃喝茶、
品酒、把玩。杯上一面绘有雄鸡昂首阔步，前方一棵棕榈树，雄鸡
身后是雌鸡带领小鸡啄食，有带子归宗之意；另一面雌鸡带领小
鸡啄食，雄鸡引颈回望，搭配牡丹和山石，有花开富贵、和谐美满
之意。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千金难求千金难求

□程磊磊

雍正粉彩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
的历史地位，以精巧细腻著称于世，具有高贵、
华丽、艳而不俗、细而不繁的美感，达到粉彩瓷
器的顶峰。我国著名瓷器专著《陶雅》中称誉：

“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
耀眼”。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人物故事图
盘，称得上是雍正时期粉彩瓷的代表作。盘高 6
厘米，口径 37 厘米，足径 22 厘米，制作规整，胎
体较轻，胎质细腻，胎壁薄厚均匀。盘以粉彩为
饰，盘心主题图案绘《西厢记》“长亭送别”片
段。张生和崔莺莺站在柳树下话别，身后一侍
女双手端酒壶，身前一童子执鞭牵马，一老者扶
车等候，空间衬以山石、花卉、树木。画面明朗
大方，人物构图巧妙，服装绮丽，神态逼真。画
面通体以绿色为主，红、黄、蓝、紫、黑、金色点
缀，色调鲜艳。

雍正粉彩瓷的造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总体风格秀丽清巧，无论是大小器皿都制作精
良，讲究细部处理，反映了当时制瓷工匠的高超
技艺和非凡的创造力。造型上注重线条变化，
每件作品都特别富有生气，比例协调、高矮适
度，恰到好处，可谓增一分则拙，减一分则陋。
呈色丰厚多变，色泽亮堂柔丽，彩料浓淡天然，
粉质感强，新鲜灿烂，清雅秀美。一件器物用色
达 20 多种，同一种颜色又有浓淡深浅及阴阳向
背之分，并且以油料调色，釉色秀丽温润。纹饰
上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没骨法渲染，突出画面
的阴阳、浓淡，富有立体感。画面清雅宜人，注
重细部描绘，千姿百态，出神入化。描绘技巧多
采用写实手法，纹饰工整、细腻，层次清晰，运笔
自然、流畅，其精者达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
毛”的程度。

雍正粉彩瓷在中国瓷器史上能够达到堪称
绝美的地步，与其自身独有的特征息息相关。
从胎体和釉面上看，雍正粉彩瓷的胎体加工细
密，质地细腻轻盈，达到“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
销”的地步。即使是大件器皿，胎体也是上下匀
称一致，不显厚重。器物底足极为光滑滚圆，俗
称“泥鳅背”。釉面滋润匀净，平滑莹白，光亮
无瑕。

雍正粉彩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马小江

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为
盛唐时期三彩釉陶器，高 58 厘米，长 41 厘米。1959 年出
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为国家一级文物。

载乐骆驼俑在陶俑中极为少见，西安地区迄今只发
现了 2 件，分别出土于西安西郊鲜于庭诲墓和中堡村唐
墓，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有类似骆驼载乐俑。中堡村唐墓
因被盗未发现纪年墓志，以鲜于庭诲墓的唐开元十一年

（723 年）为参考，中堡村唐墓出土的载乐骆驼俑也应为
开元时期作品。

唐三彩是唐代独特的一种低温釉陶工艺，因以绿、
黄、蓝三色为主故名，制造时入窑 2 次，先烧釉，釉以铅为
熔剂，高温下呈玻璃状可流淌。唐三彩正是利用这一特
点，使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制造出绮丽的艺术效果。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
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张着嘴昂首挺立，背上搭
着花边垫子，垫子上搭一平台，用刻花毯子覆盖，上面有七
个男乐俑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衣，盘腿朝外坐在平
台四周，演奏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乐器，中间
立着一位体态丰腴的女子，面庞丰润，梳乌蛮髻，身着白底
蓝花长裙，右手举到胸前、左臂下垂，做歌舞状。整套唐三
彩载乐骆驼俑系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后组

装，造型新颖，器形硕大，骆驼健壮，人物表情丰富，形象逼
真，陶塑艺术精湛，色彩艳丽，釉色明快，被誉为唐三彩俑
中的压卷之作、中国古代陶俑艺术之极品。

在胎体工艺上，唐三彩载乐骆驼俑的胎骨为瓷土胎，
胎体装饰上则是采用了先刻花后填彩的手法。在施釉技
法上主要采用了“分区施釉法”和“点染融彩法”。前者是
指器物上单彩、双彩和三彩的痕迹同时存在，后者则借鉴
了国画中的水墨晕染手法，在陶器表面点上釉色达到斑
驳淋漓的效果。进一步说，唐三彩载乐骆驼俑在施釉手
法上主要采用的是“溜釉法”，即用勺子等容器盛满釉汁
从器物周围慢慢溜挂以施釉。在上釉过程中，釉流动性
很大，玻璃质感较强，不同颜色的彩釉便会相互掺杂和融
汇，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这正是唐三彩的精妙所在。

在造型制作上，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使用了模制法、雕
塑法和粘接法。唐三彩的模制法主要受铜器制作的浇铸
翻模法影响，模制分为单面模和双面模。该器物的骆驼
为左右合模，骆驼载着的乐俑则是前后合模，因此骆驼和
人物之间的接合需要运用粘接法。整件器物许多局部经
过了工匠的精密加工，运用雕塑法加以深入。

历经千余年沧桑，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仍焕发着无穷
魅力，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人物，提供了宝
贵资料，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
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2013 年 8 月被
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载乐骆驼俑 中国古代陶俑极品中国古代陶俑极品

元青花梅瓶 中国瓷器三绝之一中国瓷器三绝之一
□孟丽娜

青花瓷是元代景德镇窑代表瓷器，元青花人物瓷器
型体厚重雄浑，瓷胎洁白如玉，釉色青白相映，人物故事
栩栩如生，立体感强，在白润的瓷胎上展现中国国画的水
墨意境，极具艺术魅力。

白地青花瓷简称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
一，属于釉下彩瓷，通常以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
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
次烧成蓝色。这种瓷器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
定的特点，为中华瓷器烧制工艺珍品。

梅瓶是传统名瓷，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因瓶
口小得只能插梅枝而得名，是明代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相
传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是墓主地位的象征，非王侯要臣不
得用梅瓶随葬。

这只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出土于南京江
宁县观音山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墓，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
的罕见珍品。上世纪 50 年代，沐英墓被盗，这件青花梅
瓶就是被盗文物之一。当时，售卖者在南京新街口附近
抱着这个大瓷瓶兜售，被开古玩店的收藏家陈新民看到，
一眼认出这是元代梅瓶，最后花 5 根金条（也有说 10 根金
条）买了下来。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由景德镇窑烧制，
中国瓷器三绝之一，现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是该馆的

“镇馆之宝”。梅瓶高 44.1 厘米，底部直径 13 厘米，腹径
28.4 厘米，口径仅 5.5 厘米。胎质洁白细密，青花呈色稳
定，白釉纯净，透明度极高，青花系用进口苏泥勃青料，造
型端庄挺秀，腹部绘制“萧何月下追韩信”历史故事，形象
生动地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梅瓶从上到下描绘了 6 层
疏密有致的青花纹饰，所饰的番莲纹、杂宝覆莲纹、变形
莲瓣纹、垂珠纹等都是为“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主体纹
饰服务，整个器物浑然一体，主题鲜明突出。工匠将水墨
技法运用到瓷器绘画中，白瓷胎为底，苏泥勃青釉料为
墨，凭借勾、皴、点、染笔法，在瓷胎上尽情挥洒。青花意
境清冷，表现月光如水夜晚，西汉开国功臣萧何头戴冠
冕、扬鞭策马，坐骑撒蹄狂奔，主人须髯飞扬。画面另侧，
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的韩信，头束发髻，身着长
袍，手握马缰，立于河岸，面对波涛滚滚，思绪万千——纵
有将才却无处施展，是去是留？马仿佛知道主人的心意，
俯首沉默。河上一叶轻舟，缓缓飘向岸边。艄公船头持
桨伫立，这么晚了，哪里来的客官过河？萧何求贤若渴、
心急如焚；韩信壮志未酬、心境落寞；艄公不急不慢、悠闲
自得，均刻画得细腻传神、惟妙惟肖。空白处，苍松、梅
竹、芭蕉、山石，茂密繁复，错落有致。整件器物造型端庄
秀丽、挺拔稳重。梅瓶周身，焕发美器光泽，不愧为元代
青花瓷中的绝品佳作。

元代“青花”存世稀少，价值难以估量。《萧何月下追
韩信图》青花梅瓶全世界只有 3 件，另 2 件已经流传到国
外，而且尺寸比这件小，釉色、纹饰也不及这件精美。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
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仅以
首字母大小写区分。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早在公元前 16 世纪的
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一般称其为“原始瓷”。早
期瓷器以青瓷为主，隋唐时代发展成青瓷、白瓷等以单色釉为主
的两大瓷系。至宋代，瓷业最为繁荣，产生了汝窑、官窑、哥窑、
钧窑和定窑，并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中国的制陶技艺可追溯到纪元前 4500 年至前 2500 年的时
代。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 1000 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
当精美的瓷器。16 世纪开始，欧洲人才开始尝试制造瓷器，与此
同时，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景德镇，探寻制作瓷器的秘方。在 18
世纪之前，只有中国可以制造和生产出瓷器。

中国的瓷器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欧洲，价格比黄金还贵，被
喻为“白色黄金”。明清时期，瓷器作为一种商品外销到世界各
地，成为第一种全球化的产品。世界认识中国，从瓷器开始⋯⋯

本期话题“古瓷图典”，让我们跟随这些国宝瓷器珍品，穿越
到“那时候”，领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了解民族历史，增
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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