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宴饮增趣味
□高玉璞

碗里一座山，山中住神仙。
猜猜这是什么？告诉你们吧，这
就是我——公道杯，宋元时期颇
流行的一种底部有“玄机”的酒
具。民间有不少关于我们的传
说，比如“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
尽”的故事。

相传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宴请
开国功臣，用御制公道杯赐饮众
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的徐达
自恃功高，第一个上前领赏，他平
日就贪杯，便把杯中酒斟得满满
的，准备一饱口福，谁知却滴酒未
尝到，杯里的酒不知什么时候早
已漏完。他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大
臣都喝到了皇帝赐的酒，百思不
得其解。朱元璋笑着说：“圣人
曰，满招损，谦受益，众爱卿今日
用的是公道杯，盛酒时只能浅平
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漏
尽。”原来，这种杯的底内有覆盖，
盖有镂空数口，为注水口，盖顶亦
镂一孔，盖内罩有一小瓷偶，头
露于孔外。杯里注酒，瓷偶升
起，如果贪杯倒得太满，酒就会
从侧面漏出去。为防止饮者贪
杯，又称“戒盈杯”。

你们看我的杯底，里面有一
朵倒扣着的六瓣莲花，中心凸起
呈直口，花瓣与荷叶杯壁的连接
处有六个孔，底座内外相通。花
心中是一个小巧塑像，如果在杯
中倒入酒水，塑像就会浮起来。
随着杯里酒水的渐渐减少，塑像
一点一点往花心中的直口里沉
落，直到杯干酒水尽，塑像落入杯
底。人们说这个塑像看上去像观
音的造型，便又称我为出水观音
杯。

我和朱元璋宴请大臣时用的
公道杯原理一样，如果贪婪地给我
肚子里装太满的酒，我不仅存不
住，而且还会漏得一干二净。这是
虹吸原理“作祟”，利用液体的压力
差，液体上升后再流到低处，液体
由压力大的一边流向小的一边，
直到两边的压力相等，才会停止
流动。若像徐达那样贪杯，给我
肚子里倒入太多的酒，超过中心
凸起的直口，也就是塑像下面的
孔，那么在压强的作用下，酒就会
从下部流出，而且因为虹吸效应，
会一直流，直到把酒流光。

大家现在知道我的妙趣所在
了吧。我出生于元代的钧窑，元
代钧瓷以粗犷、奔放、大气的风格
称著于世，在造型和装饰艺术方
面较宋代有了一定的改进，为钧
瓷艺术增添了新内容。

北
疆
文
化
·
文
物
说

10

2024年

11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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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峰
博
物
院

【
出
圈
】

【自白】

文人之风的融合

酒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源远流长。约在商周时代，中
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
大量酿制黄酒。夏朝初年，仪
狄用桑叶包饭酿成“酒”献给夏
禹。夏禹喝后只感到头晕，并
没有体会到其中的美妙。

在古代社会中，酒通常出
现在四种场合：一是宫廷宴会，
无论是皇帝即位、群臣上皇帝
尊号、册立皇后、册立太子等重
大庆典仪式之后，喝酒都是必
不可少的环节；二是日常饮酒，
周驰的《远观亭三首》提到春醪
求善酿，张养浩的《冬》描述了
在冬天饮酒的情景。早上饮酒
的习惯在耶律楚材的《早行》
中也有体现，而晚上饮酒则在
黄庚的《夜宴》中有所描述；三
是社交活动，上层阶级通过宴
请会客显示富贵，酒在其中占
有 重 要 地 位 ；四 是 文 学 与 艺
术，文人雅士常常在饮酒之后
进行文学创作，许多千古名句
都是文人墨客在酒酣之际的
即兴所作。

古人非常讲究饮酒礼仪。
西周时代的饮酒礼仪可以概括
为时、序、效、令，饮酒的步骤包
括拜、祭、啐、卒爵，即先敬酒，
再祭地，然后品尝，最后干杯。
古人还讲究小口慢饮，认为这
样 既 能 享 受 美 酒 ，又 不 易 醉
酒。酒在古代社会中不仅用于
宴饮，还用于祭祀和婚冠礼等
重要场合。

喝酒用的酒器，并不是随
随便便拿一个器具就可使用，
酒器不但要实用，而且还要精
美。古代的酒器包括壶 、爵 、
角、觥、觚、彝、卣[yǒu]、罍、瓿
[bù]、杯、盉等，材质也分为陶、
青铜、金银、玉、瓷等，其中最实
用的当属瓷质酒器，既不烫手，
又能起到保温作用。

元代钧窑出水观音杯属于
瓷制，不仅把古代酒中所包含的
深厚文化底蕴与钧瓷的华美惊
艳完美结合在了一起，而且也体
现出文人雅士的宴饮趣味。

（张宝清 供稿）

（本版支持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李悦

公道杯作为饮酒器，最大
的特点就在于巧妙的设计中蕴
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满招损，
谦受益”哲学理念，不仅彰显我
国古代制瓷工匠的技艺和智
慧，还是古人崇尚适度、自律观
念的完整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元代钧
窑是对宋代钧窑工艺的继承和
延续。宋代钧瓷无论是民窑还
是 官 窑 ，器 物 造 型 都 非 常 规
整。宋代钧瓷大多施满釉，且
器底多涂褐色，俗称芝麻酱色，
保护胎釉。而元代钧窑瓷器在
当时是百姓主要的生活用具，
大量的需求刺激了钧瓷的生
产，导致钧瓷生产追求数量，忽
视了质量，所以元代钧瓷相比
宋代钧瓷质量显得略微粗糙
些。虽然元代钧瓷不及宋代钧
瓷细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产
物，也体现着一种美，这种美仿
造极难。

元代制瓷匠人根据社会风
尚在瓷器上进行创作与改造，
尤 其 是 钧 窑 ，在 当 时 备 受 推
崇。钧窑瓷器不同于其他釉彩
瓷器，不需要在釉上、釉下或釉
中进行人为勾线、填色，作精细
造型，其釉在烧制过程中会发
生自然流淌，因高温反应出现
天然的线条和色彩。可以说，
它的烧制过程既含有匠工的人
为 因 素 ，又 有 天 然 的 窑 变 特
征。这种色彩并非人为控制，
而是火与釉相互碰撞产生的天
然美感。

钧瓷的自然之趣在当时受
到文人雅士的追捧，体现出当
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出
水观音杯很可能是元代对宋代
文人之风融合的继承与发展，
反映了当时上层文人的雅好，
我们可以从出水观音杯这扇

“窗口”去探寻元代士人的精神
世界与世俗生活。
（作者系赤峰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观点】

源远流长酒文化

【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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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各地窑口众
多，名瓷辈出。尤其是到了宋代，形成了以官、
哥、汝、定、钧五个窑口为主的特色瓷器品种，其
中尤以钧窑瓷器最为突出。

钧窑又称钧台窑，始于唐，兴于宋，一般窑口
均难以仿制。元代，钧窑延续了宋代的烧制特
色，虽然工艺发展上稍逊于宋代，但也不乏精品。

赤峰博物馆二楼“和同一家”展厅陈列的出
水观音杯，便是元代钧窑瓷器。杯高6.9厘米，口
径9.5厘米，足径3.8厘米，胎质坚硬，整体施天蓝
釉，釉色中略带棕色。釉自上而下由深变浅，由
薄变厚，杯身下部釉色堆积犹如蜡液。杯身整体
造型呈上卷的荷叶形，敛口、圈足露胎。杯底六
瓣莲花中心有浮动的观音塑像，头梳螺髻，眉眼
清晰可辨，神态安详，衣衫疏朗。这只设计精巧，
饱含古人智慧的出水观音杯出土于赤峰市宁城
县南山根，为国家一级文物。

将酒水倒入出水观音杯中，杯底花瓣中心的
观音塑像就会在酒水的浮力下缓缓从花心的直
口中浮出。杯中酒水的水平面恰到好处时，观音
塑像便整体浮出圆孔，好似盘坐于莲花之上。当
酒水逐步减少，观音塑像又会随着杯中酒水的减
少，徐徐落回孔中，最后隐匿在底孔之内。宴饮
时通过观察杯子内观音塑像显现的高度，就可以
判断杯中酒水的多少，所以出水观音杯是一件体
现宴饮之趣的公道杯。

出水观音杯在宴饮中还可作为游戏的“道

具”，当酒水倒入杯中后，观音塑像会慢慢旋转
浮出，每次浮出后停滞的朝向不是固定的，所以
酒桌上的人们根据观音塑像的朝向来决定喝酒
的人，和古代文人墨客的“曲水流觞”有异曲同
工之妙。

出水观音杯集工艺性、艺术性、趣味性和科
学性于一体，是元代制瓷工匠聪明才智和高超
技术的完美体现，也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文人
之间宴饮的风尚雅趣。

从出水观音杯的釉色来看，钧窑虽也属于
青瓷一系，但其釉色却不局限于单色青瓷，反
而种类丰富。其多变的釉色并不只是因为调
制了不同釉料，而是缘于独特的窑变特征。入
窑一色出万彩，端艳绝伦世无双。钧瓷自身有
着独特的窑变艺术，这一特征非五大名窑中其
他四个窑口可比拟。变幻莫测的钧瓷釉色，非
出窑难以判定，是古代最具特色的瓷器品种
之一。

钧窑釉色柔美多变主要因其釉料中加入
铜、铁作为呈色剂，所以它的青色不同于一般的
青而更接近于蓝，且会浓淡不一，在蓝色之中又
能出现窑变铜红釉，演化出朱砂红、玫瑰紫、海
棠红、丁香紫等色彩。它的釉色可以呈现出红
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青蓝错
杂、红紫相映，可谓瑰丽多变。因为钧窑打破了
过去颜色釉瓷器只有青瓷和黑瓷的两大单色类
釉瓷格局，所以被人们誉为“千钧万变，意境无
穷”“钧无双配”。

钧窑烧制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因此古人
常用“黄金有价钧无价”来形容钧瓷的珍贵。出
水观音杯的天蓝色釉就是钧瓷的典型釉色之
一，上面的棕色就是钧窑典型的特征——窑变
所产生的。这种釉色在当时非常难烧制，尤其
是出水观音杯的杯体内外均为一体成型，既要
保证出窑后杯中的观音塑像不因烧制中釉料流
淌黏着成一体，能够在杯子中浮动自如，还要保
证成品不炸裂，杯外杯内釉色均匀，这十分考验
制瓷匠人对烧制中火候的掌握程度，非经验丰
富者难以烧出。

元代钧窑的窑口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主要
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对宋代钧窑的
继承和发展。元代钧瓷与宋代钧窑不同的是胎
壁更厚、胎质疏松，有砂粒及砂眼，胎质颜色一
般呈深灰、土黄、褐灰，胎釉结合不如宋钧瓷紧
密，而且釉质乳浊失透，多有大小气泡和棕眼，
整体制作水平和工艺技巧在精致程度上均无法
与宋瓷比拟。

元代钧瓷工艺分为两次烧制，即素烧和釉
烧。器物在成型以后，坯体首先要素烧一次，之
后再挂釉入窑烧制一次。钧瓷的釉料属于高硅
低铝富磷矿物液体，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
釉，需要经过多次分层挂釉才能成品，因此比一
般瓷器的釉更厚重些。

元代钧窑制瓷匠人的巧思令人钦佩，出水观
音杯以独特的魅力让我们领略到了钧瓷之美，钧
瓷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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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出水观音杯

高6.9厘米，口径9.5厘米，足径3.8厘米。

((本版图片由赤峰博物院提供本版图片由赤峰博物院提供））

出水观音杯在宴饮中
还可作为游戏的“道具”。
酒水倒入杯中后，观音塑像
会慢慢旋转浮出，每次浮出
后停滞的朝向不是固定的，
酒桌上的人们根据观音塑
像的朝向来决定喝酒的人，
与“曲水流觞”有异曲同工
之妙。

杯底有一朵倒扣着的
六瓣莲花，中心凸起呈直
口，花瓣与杯壁的连接处有
六个孔，使底座内外相通。
花心中是一个小巧塑像，如
果在杯中倒入酒水，塑像就
会浮起来。随着杯里酒水
的渐渐减少，塑像便一点一
点往花心中的直口里沉落，
直到杯干酒水尽，塑像落入
杯底。

釉自上而下由釉自上而下由
深变浅深变浅，，由薄变厚由薄变厚，，
杯身下部釉色堆积杯身下部釉色堆积
犹如蜡液犹如蜡液。。杯身整杯身整
体造型呈上卷的荷体造型呈上卷的荷
叶形叶形，，敛口敛口、、圈足露圈足露
胎胎。。杯底倒扣六瓣杯底倒扣六瓣
莲花莲花，，花中心有能浮花中心有能浮
动的观音塑像动的观音塑像，，因此因此
称出水观音杯称出水观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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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釉色柔美多变，缘于其釉
料中加入铜、铁作为呈色剂，所以它
的青色不同于一般的青，而更接近
于蓝，且会浓淡不一；在蓝色中又能
出现窑变铜红釉，演化出朱砂红、玫
瑰紫、海棠红、丁香紫等色彩，被人
们誉为“千钧万变，意境无穷”“钧无
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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