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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韫珠光堪作鉴，纹
饰花鸟具传神。”这句诗形
容名贵的皇家御用瓷器珐
琅彩再合适不过。珐琅彩
是将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
胎上的一种釉上彩装饰手
法，学名“瓷胎画珐琅”，后
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
薇彩”。它是我国陶瓷装
饰艺术中的一股清流，在
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

珐琅彩瓷初创于康熙
晚期。到了雍正时期，雍正
皇帝对珐琅彩瓷情有独钟，
珐琅彩瓷水平最高、工艺最
美，达到鼎盛。乾隆时期
珐琅彩瓷更讲究诗、书、
画、印相结合，文艺范儿十
足。无论是康熙朝还是雍
正、乾隆朝，珐琅彩瓷对画
师的技艺要求特别高，烧
造中稍有缺陷立即打碎处
理，所以传世品不多。

——编者

□马小江

珐琅彩是彩瓷品种之一，是专为宫廷御用而特制的
一种精细彩绘瓷器，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
艳靓丽、画工精致。

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珐琅彩瓷器曾集中存放在端
凝殿，据档案记载有400多件。按照清代宫廷档案记载
和珐琅彩瓷器原盛匣之标识，珐琅彩瓷器之正式名称为

“瓷胎画珐琅”。因珐琅彩瓷器是专供帝后玩赏的艺术
品，所以宫廷控制极为严格。

珐琅料是人工烧炼的特殊彩料，雍正六年（1728
年）以前需从欧洲进口，雍正六年以后，清宫造办处已能
自炼20余种珐琅料，而且色彩种类比进口彩料更丰富，
珐琅彩瓷器的生产与质量达到顶峰。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多以胭脂红、蛋黄及蓝色作
地。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特点是诗、书、画、印
相结合，那些形状看似普通的珐琅彩盘、碗、瓶等，已经
不仅是用具，更是艺术珍品。

康、雍、乾三代珐琅彩瓷的发展各具时代特点。康
熙时期的珐琅彩绘大都仿照铜胎画珐琅时的色彩图案，
施色匀净。雍正初年时珐琅彩绘变化不大，但写生画多
了起来，也有了活力，背景地仍是胭脂红、黄、蓝、白等
色。乾隆珐琅彩绘受西洋画影响，杏黄细腻而泛红，蓝
色鲜艳，胭脂红色浓而透明。

文中乾隆款珐琅彩胭脂紫轧花地宝相花纹瓶的特
点就非常典型。这是一对勾连瓶，撇口、长颈、长圆腹、
假圈足；瓶高 25厘米、口径 6.7厘米、底径 6.5厘米。颈
部蓝色地，朱红色条状图案螺旋状绕颈一周。腹部胭脂
紫地，锥剔出凤草纹，黄地开光绘3组宝相花纹，色彩光
亮油润。瓶里及底均施淡绿釉，釉表呈现折光不强的皱
纹，口、肩部描金彩，底中心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红
色方款。此瓶富丽堂皇，采用轧道工艺装饰手法，体现
了乾隆帝崇尚华贵艳丽的审美风格。该瓶现藏天津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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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秀珍

“刚直凌云之，虚怀不偏私。郁郁婆娑叶，经冬不
凋残。”竹子以其中空、有节、挺拔的特性，历来被中国
人称道。在珐琅彩瓷的世界里，竹子也是工匠们钟爱
的题材。

这只清代雍正珐琅彩墨竹图碗现收藏于上海博物
馆。碗高 7.6 厘米、口径 16.1 厘米、底径 4厘米。碗内
平素无纹，外壁用珐琅彩配成的黑色料绘竹石图。画
面中央有一秀石，黑彩勾线，以深浅不同的色泽渲染，
表现山石坚硬的质地和嶙峋的姿态。秀竹生于石头两
旁，墨色浓淡相衬，疏落有致，表现出竹、石潇洒挺秀的
姿态。一侧空白处墨彩诗句：“色连鸡树近，影落凤池
深。”诗句前有“凤彩”后有“彬然”“君子”朱彩篆书印
记，与竹石图朱墨相映，简洁清雅。碗底蓝料书“雍正
年制”四字二行款外加粗细双方框。

这只碗造型优美，釉色晶莹如玉，胎体极薄却有敦
实丰满之感，加上珐琅彩墨彩的浓淡变化色调，把珐琅
彩瓷高雅脱俗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诗书、画、
印俱佳，字字珠玑，画传诗意，诗证画境，图文并茂，妙
趣横生。

雍正珐琅彩纹饰多采用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
在绘画中配以相应的诗句，融诗、书、画为一体，颇有中
国画风格，别有风味。雍正时期还盛行单色作画，如用
胭脂红、深蓝、墨彩任选一色成画，使珐琅这一洋味十
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文中这件珐琅彩墨竹图碗是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
的杰出代表作品。在颜色单一的瓷碗外侧，用珐琅彩
简单颜色分出浓淡效果，表现了中国水墨画特有的艺
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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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庆

这件珐琅彩松竹梅纹题诗句橄榄瓶现收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瓶高 16.9 厘米、口径
3.9厘米、足径4.9厘米，直口、削肩、圆腹，腹下
渐敛，圈足。瓶内素白，通体白釉地上以珐琅
彩绘“岁寒三友”图案，松树苍劲，翠竹挺拔，梅
花秀丽，绿叶衬托红花，画笔委婉细腻。瓶颈
部以黑彩题写行书“上林苑里春常在”，笔法自
然流畅。在题句的上、下方分别用胭脂彩画成
印章式款，分为“翔采”“多古”“香清”3组。瓶
外足署青花楷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
围双圈款。

橄榄瓶是由宋代河南登封窑创制，到清代
仍在烧造。橄榄瓶造型秀美，工艺精细，线条
流畅，兼具梅瓶、玉壶春的美妙于一身。瓶体
釉色纯净洁白，釉层莹润无瑕疵，彩绘纹饰精
湛，纹饰画工精细，画风写实，画面大面积留白
并题写诗句，俨然一幅精致的文人画小景。

“岁寒三友”指的是梅花、竹子、松树。梅花
不怕寒冷，在百花凋零的冬季开放花朵；竹子主
干挺拔，在寒冬季节也不会枯萎；松树是常青植
物，有着不畏寒冷的含义。史载：苏轼被贬到湖
北黄冈时，心情郁闷，在友人帮助下，得到数十
亩荒地开垦种植，人称东坡。苏轼在此耕农筑
园，围墙造房，居所取名“雪堂”，并在四壁都画
上雪花。园子里种着松、竹、梅等花木。一日，
黄州刘知州来访，打趣说：“此地人迹难至，你不
觉得太冷清吗？”苏轼爽朗大笑：“风泉两部乐，
松竹三益友。”意思说清风吹拂和泉水淙淙的声
音就是两曲优美的音乐，枝叶常青的松柏、经冬
不凋的竹子和傲霜开放的梅花，就是可伴冬寒
的三位益友。刘知州对苏轼以“三友”自励，保
持凌寒留香的高尚情操十分感慨，对他更加敬
仰。此后，合成松、竹、梅的“岁寒三友”图案一
般都用在器皿、衣料和建筑上。仁人志士借此
体现傲霜斗雪、铁骨冰心的高尚品格；老百姓则
看重其长青不老、终冬不凋，生命力旺盛，引为
吉祥的象征。

文中橄榄瓶的烧制工艺较为复杂，先在江
西景德镇御窑中烧出瓷胎，运到京城皇宫后，
造办处按照雍正皇帝批复的画样，由珐琅彩画
师用珐琅料绘画，再入低温炉中烘烧而成。此
瓶有两大亮点：雍正珐琅彩中唯一一件琢器
（指不能在轮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器物）；雍正
珐琅彩器中唯一一件青花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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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焕

珐琅彩瓷为清代康熙晚期在康熙皇帝的
授意下，将铜胎画珐琅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
胎上而创烧的新品种。雍正、乾隆时期产量
最大，乾隆以后少有制作。

文中是现藏首都博物馆的雍正时期珊瑚
地红珐琅彩花鸟纹瓶，高 21.5厘米、口径 3.5
厘米、底径8.2厘米，瓶蒜头直口、长颈、圆腹，
通体以珊瑚釉为地；瓶身上用珐琅彩绘淡粉
色桃花、翠竹、蜜蜂和一对飞鸟；碧桃花盛开
枝头，翠竹生机盎然，一只小鸟栖息于竹枝
上，另一只飞翔于花间；栖息枝头的小鸟对着

飞翔的小鸟“啾啾”鸣叫着，顾盼多情；瓶底有
“大清雍正年制”款。该瓶线条优美流畅、彩
绘讲究、构图考究，表现出雍正时期珐琅彩瓷
发展特点和官窑器物的整体风貌。

此瓶是北京市财政局实物库 1954年拨
交给当时的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入藏的传世
文物。

珐琅彩瓷的制作在两地进行：景德镇御
窑厂负责烧造素白瓷胎，清宫造办处炼制彩
料，宫廷画师绘画稿本，名书法家题写诗句后
皇帝审核画稿，再由工匠烧出彩瓷。

珐琅彩瓷器因其制作和流行仅限于康
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间，所以数量
稀少，珍若拱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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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延安

鼻烟有缓解疲劳、提神醒脑、通透鼻塞的
功效。盛放鼻烟的鼻烟壶小巧精致，在清代
深受官绅以及文人雅士追捧。鼻烟壶除本身
实用价值外，还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在清朝乾
隆、嘉庆年间达到顶峰。

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了玻璃、铜
胎画珐琅等各种鼻烟壶，其中尤以珐琅彩鼻
烟壶最为耀眼。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乾
隆年制珐琅彩人物纹鼻烟壶便是其典型代
表作之一。

该鼻烟壶通高 6.1厘米，由壶盖和壶身两
部分组成。壶盖为鎏金半圆形刻花盖，壶口
及足皆镀金，尽显尊贵。壶束颈、溜肩、鼓腹、
圈足，口为折沿，整器小巧秀美，制作别致。
壶身使用料胎画珐琅彩工艺，在白如羊脂玉
的素胎上，用各色珐琅彩绘图。

画中春光明媚，柳枝吐芽，桃花灼灼。一
个穿蓝色衣服的孩子从水里提起篾笼查看收
获。他身旁穿红色衣服的孩子一手拿鱼竿一
手捧着篾笼底，着急地挤过头一探究竟。母
亲在旁边满目爱怜地看着两个孩子，帮他们
往鱼钩上穿蚯蚓。

整幅画用笔细腻，画风飘逸，色彩柔和中
蕴藏艳丽，是典型的乾隆朝风格。壶底椭圆
形圈足内施白釉，中心书“乾隆年制”4 字篆
书款。在鼻烟壶的方寸之间，绘制如此丰富
内容表达母子情深，可见画师技艺的高超。

小巧鼻烟壶小巧鼻烟壶 妙手丹青妙手丹青

陶
瓷
艺
术
的
清
流

陶
瓷
艺
术
的
清
流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12 执行主编：哈丹宝力格 责任编辑：高玉璞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 邮箱：895641443@qq.com / 收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