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荷包传世较多，以丝
织刺绣为主。款式有圆形、方
形、椭圆形、鸡心形、葫芦形
等。清初期，民间流行心形及
茄形荷包；清中期至民国初年，
则流行葫芦形荷包。

高家大院古典服饰博物
馆馆藏的一件福寿万代网绣荷
包，就具有这时期荷包流行风
尚的代表性。荷包造型为葫芦
形，通长 16厘米，顶宽 4厘米，
底宽 3厘米。荷包双面均有精
美刺绣纹饰，颜色相互呼应，整

体层次丰富。荷包正面顶端，饰以如意图案，其上绣以雪
花纹吉祥图案，寓意瑞雪丰年。其下绣以万字纹样，寓意
福泽万世、如意吉祥。荷包背面，与正面色彩针法一致，纹
样丰富，集龟背纹、回纹、如意纹、“卍”字纹为一体，纹饰细
腻，配色古雅，华丽精致。 （据《西安日报》）

清代流行“葫芦”荷包

清雍正年制粉彩公鸡牡丹纹壶。

壶圆腹，圆盖宝珠钮，浅圈足，直
流，耳形把。此壶用青花红彩描金装饰
纹样，壶身腹部还绘有折枝牡丹纹以及
花瓶纹。且此类器物，为景德镇仿日本

“伊万里瓷器”风格的外销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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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
豇豆红套蓝玻璃花蝶纹瓶的
瓶体为扁八棱体玻璃制品。
该瓶通体以豇豆红色玻璃为
胎，套饰蓝色花纹，侈口细
颈、下腹收敛、高足微撇。

此瓶纹饰丰富，瓶颈饰
俯蕉叶纹，腹部饰折枝牡丹、
荷花、山茶、梅花等花卉，间
有蜂蝶飞舞，近足处饰花蕾
纹一周。虽然花纹繁复，但
由于此瓶配色清新淡雅，仅
以豇豆红地衬托天蓝色纹
饰，与乾隆时期盛行的繁缛
热烈的风格有所区别，颇为
精致。（据《人民政协报》）

乾隆款豇豆红套蓝
玻璃花蝶纹瓶

为海外回流的茶具。这套茶具，包
括了茶叶罐、杯、把杯及盏托、茶壶。按图
中排序，其中最左侧的茶叶罐，直口，盖
失，弧肩，平底，器身为四方体，表面起棱
线，有波浪起伏的视觉效果；器身以青花
绘山水楼阁纹饰。

图之中部的杯，则是花口，圈足，
器身起棱线装饰，外壁青花绘山水纹
饰，口沿内以青花和金彩做边饰，器心

有青花写意纹饰。口沿圈足等处绘金
彩。而把杯，为花口，圈足，器身起棱
线，一侧安有把手，把上以凸点装饰，
把与器身连接处贴有花朵以加强连
接。口沿把手圈足等处绘有金彩装
饰。而盏托的器身还青花绘山水楼阁
纹饰。

最右侧的茶壶，直流，平盖，梨形
钮，扭股把手。壶身以青花绘中国传统

山水楼阁以及柳树纹饰。在《瑞典藏中
国陶瓷》一书中的 156页，也有形制相同
的青花山水壶，由西方古董公司收藏。
而其纹饰与中国茶叶博物馆藏的略有
不同：西方古董公司所藏的这件绘欧式
建筑，且没有描金装饰。书中提到这类
壶的设计师仿造英国新厅瓷器厂的风
格，直流的壶嘴造型是适用于金属改
装。此类金彩很多是被运到英国伦敦

后重新添加的，也有在广东加彩后运到
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茶叶博物馆珍
藏的此类清三代茶具中的外销瓷，由于极
富典型的中国传统特色，且蕴藏有丰富的
中国元素，因此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神秘
中国的好奇心，并使得它们在欧洲世界大
行其道、广受欢迎。

（据《收藏快报》）

清乾隆年制青花加金彩茶具组

清三代茶具外销瓷

17 世纪以后，茶叶作为商品大量外销。当时随着新
航线的开辟，欧洲国家的船队经过好望角进入到东南亚
以及东亚，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贸易。而中国的生丝、茶
叶、陶瓷，成为了外销的大宗物品。至 18 世纪 20 年代，茶
叶取代了丝绸，成为输入欧洲的主要商品。且 19 世纪 40
年代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茶叶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到
了 1886 年，中国茶叶输出量到达顶峰，该年订单竟达到了
13.41 万吨。繁荣的茶叶贸易不仅带来丰厚的利润，更是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艺术的融合。而大量的中国茶具随
着各国商船来到西方世界，并且随着当地饮茶习俗的发
展和变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坐落于浙江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为我国唯一以茶
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该馆珍藏了大量
清代外销至欧洲茶具，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今天，择
选该馆收藏的几件清三代茶具中的外销瓷，以飨读者。

见证中西文化交流

方唇，直口，短颈，丰肩，弧腹，近底
内收，圈足。而器盖，则为后配的金属
盖。其修足规整，足端无釉。口沿刮釉
一周，外壁以青花装饰，肩部绘有四朵如
意云纹，云纹内以青花为地并勾勒花朵
纹，花朵内留白，胫部同样铺以四朵如意
云纹，而器腹部间亦绘四朵折枝花纹。
在康熙年间，此类如意花卉纹是比较流
行的式样，而且于外销器中多见。

壶身则是呈梨式。其直
流，耳形把，笠帽式盖，盖钮
镂空作带枝叶的果实形，壶
盖出沿作菱口，圈足，整体造
型挺拔秀丽。同时壶身腹部
开光内绘公鸡和牡丹纹饰，
周边绘对称两朵折枝牡丹
纹，牡丹花朵硕大，颜色艳
丽，很有张力。清代此类纹
饰多有吉祥含义，牡丹和公
鸡取其谐音，即公鸡代表“吉
祥”，牡丹代表“富贵”，意为
吉祥富贵。壶把及流均装饰
折枝花卉。壶盖的果实状钮
也以粉彩装饰，叶片以绿彩、
蓝彩及红彩相间，果实以红
彩为地加金彩描出轮廓。盖
出沿处以红彩为地再以金彩
描出叶脉纹饰。

清 雍 正 年 制
粉彩公鸡牡丹纹壶

清康熙年制青花如意
云头纹茶叶瓶

清康熙年制青花矾红
加金彩花卉纹壶

清乾隆年制青
花加金彩茶具组。

清康熙年制青花矾红加金彩花卉纹壶。

程十发创作于 1964年 7月的绘画
作品《嘉兴南湖》，描绘的正是圣地南
湖。画家的构思巧妙之处，在于以浪

漫手法将革命激情融入自然风光与名
胜景点之中，写实中见抒情，意境营造
与历史情怀兼顾。画面中，作者采用

近景描绘手法，置湖心岛上的烟雨楼
作主体，在红叶翠阴中，隐现楼檐一
角；傍泊游船，亦即南湖革命纪念馆所
在。技法上取工笔写意结合，用色恬
淡，轻盈明快，具气象清新之感。背景
淡彩渲染呈浅橘色，衬托出天际微明、
旭日初升的环境，寓意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
一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以毛泽东
《清平乐·会昌》首句“东方欲晓”为题，
可谓画龙点睛。

谢 稚 柳 的《南 湖 之 春》创 作 于
1961 年，它的创作时间距离中国共产
党成立正好 40 周年。这幅精工典雅
的青绿山水，极尽勾皴点染之能事，
色彩雅致丰腴，与南湖船、烟雨楼相
互辉映；而对于游船上孩子们的刻
画，当亦有所寓意。《南湖之春》所运

用的技法是传统的绘画经典，题材是
革命的圣地，完美地实现了传统国画
和革命浪漫的结合。

数十年来，钱松嵒饱含革命激情，
绘制了众多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山水
画，《南湖胜地图》便是这类作品中颇为
精美的作品之一。此图画面整体明丽
媚好，色彩怡人，柳绿花红，柏翠松苍，
喜气洋溢，象征着革命前程的如花似
锦。钱松嵒在山水木石方面有极深的
修养，他笔下的植物栩栩如生、形神兼
备，把南湖之舟衬托得更加庄严伟
岸。南湖之舟高居画端，点明主题，来
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踏桥而过，一同
走向心目中的“宝船”。此图运用形象
的手法，很好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对革
命圣地南湖的景仰。

（据《收藏快报》）

革命圣地嘉兴南湖入画来

程十发《嘉兴南湖》。钱松喦《南湖胜地图》。

谢稚柳《南湖之春》。

浙江嘉兴的南湖乃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之一，其驰名之处，一是与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紧密相关，二则是湖心岛上的烟雨楼景色。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南湖也因此被赋予了十分特别的意义。如今，南湖
东南岸泊有一艘游船被辟为革命纪念馆，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前往
瞻仰，亦屡被画家援引入画。

西安中南火柴公司最
早的火柴商品包装以西安
具有地域代表特征的钟楼
和大雁塔为标志，在火柴
盒商标上刻上西安地域历
史符号，火柴成了宣传西
安的特殊窗口。而“钟楼”
牌火柴就是该厂的第一批
产品。后公司虽几经变
更，但“钟楼”牌火柴和火
花 一 直 在 生 产 和 使 用 。
1941年 7月申报的诸多注
册商标中第一个就是“钟
楼”牌。 1949 年 5 月西安
解放，10 月向西安市政府
工商局申请商标注册的五
种商标中“钟楼”牌则列为
首种。

西安火柴厂从 1936年
投产之日起，“钟楼”牌等
火柴就成为西安、西北地
区千千万万家庭的生活必
需品。精美的“钟楼”牌火花更是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西安火柴厂厂名由最初的中南火柴公司，到后来的中
南兴记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定名为西安火柴厂，并一
直沿用至 1994年停产。虽然跨越半个多世纪，但“钟楼”牌
商标却印刻在老西安人的心中。 （据《西安晚报》）

“钟楼”火花

钟楼牌火柴卷标。

古代朝廷在铸币时，多在库房中设神堂，以供奉财神、
仓主、土地、火神等神位。神堂香案上方，大都悬挂一枚特
制大型钱币，是为了为了镇灾驱邪、祈求吉祥富贵、永镇财
富，所以说镇库钱也是名副其实的吉祥钱。

目前已知最早的镇库钱为大唐镇库钱，由五代十国时
期的南唐王朝铸造，历史悠久。到了清代，每个年号都会
铸造镇库钱，可以说镇库钱文化在清代达到了巅峰。

清代共计 10个年号，如果算上仅存续了 69天的“祺
祥”，那么就是 11个年号，每个年号都铸造有镇库钱。

清代镇库钱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背面钱文为
“大清镇库”字样，另一类背面钱文为“镇库”字样。

背面钱文为“大清镇库”字样的镇库钱一般铸造比较
规范，只要年号更改，政权更迭就肯定会铸造，版式也比较
固定，一般钱面是各代皇帝年号，钱背是“大清镇库”四字，
文字都是楷书，整齐划一，仅有尺寸和材质上的不同。这
类镇库钱主要有以下四种：银质直径 70毫米版、铜质直径
70毫米版、铜质 93毫米版、铜质 97毫米版。

背面钱文为“镇库”字样的镇库钱铸造就比较灵活了，
没有具体标准，但是都按照清代行用钱的标准标上钱局的名
号。可见朝廷对此类钱未作统一规定，任由造钱局自由发
挥，所以这类镇库钱的纹理大小就很随意了。（据《内蒙古日报》）

清代镇库钱

乾隆通宝镇库钱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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