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竹雕艺术源远流长。学术、
考古界一直认为，远在纸墨笔砚发明之
前，先民们已经学会用刀在竹子上刻字
记事。而作为一种正式的作品，竹雕在
西周时已经形成，不过还谈不上是一种
工艺品。汉唐时期的竹雕，开始显露艺
术性初创阶段。而到了宋代，中国的竹
雕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竹雕出现艺
术化倾向，竹雕业已初露头角，竹雕精
品和竹雕艺人被广为颂扬。及至明清时
期，竹雕艺术达到鼎盛，出现了百花争
艳的景象。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所能见
到的竹雕精品，几乎都是明清时期制
作，其中又以清代占据绝大多数。

近些年来，我国古代竹刻作品的收
藏，备受各方青睐，形式多样的竹雕作
品屡屡成为拍卖场上的“热点”。尤其
进入 21世纪以来，竹雕作品在中国艺术
品拍卖市场上一直有着“耀目般”的存

在，并且很早就已突破“千万元”身价，
身价“百万者”更是不胜枚举，几乎年年
都有呈现。

如早在 2003 年，中国嘉德秋拍“俪
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
品”专场中，推出了 14 件竹刻器物全部
成交。到了 2005 年香港佳士德春季拍
卖会上，一个清康熙时的高浮雕山水人
物竹笔筒，以 1076 万港元成交，创下了
当时该品类最高成交价格纪录，引发一
时轰动。而这一纪录，直到 2017年的北
京东正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才由一件
清乾隆宫廷御制竹根雕仿青铜饕餮纹兽
足鼎以 2415 万元的成交价格打破。这
一期间，竹雕拍品虽然未能再现千万元
拍卖，但数百万元甚至几近“千万元”
的高价拍卖屡屡呈现。2007 年香港苏

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乾隆
帝宝竹根雕长方玺拍得 951.15 万港元；
2009年北京翰海 15周年庆典拍卖会上，
一组二件的清乾隆竹贴黄刻云龙御题诗
文长方盒录得 985.6 万元成交价；2010
年北京保利 5 周年春季拍卖会上，一件
清乾隆周芷岩刻黄花梨竹石大笔筒，以
873.6 万元成交易主。2013 年的北京保
利 8 周年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清代赤壁
夜游园竹笔筒，拍出了 586.5万元。2016
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乾
隆周颢刻“携琴访友图”竹笔筒，录得 462
万港元。而在 2017 年的中贸圣佳春季
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清代周芷岩刻、
张鹏翀题竹石图黄花梨大笔筒，再度拍
出了 954.5万元高价。

近两年，竹雕拍品依然有着不俗的
表现。如在北京保利 2018 春季拍卖会
上，一件清道光十年小绿天盦图象自制
竹秘阁拍得 345万元；2019年的上海明轩
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清雍正竹根
雕三多如意，以 356.5万元成交。在今年
的佳士得香港 2020 年 7 月网络拍卖会
上，一件由王世襄旧藏的清代竹根雕蛙，
同样收获了 212.5万港元高价，获得较高
关注度。

竹雕在拍卖市场屡屡迸发出的这些
惊艳表现，离不开其本身的文化积淀。

竹刻器物虽小，却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内
涵，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也是
华夏民族宝贵的艺术财富。

（据《收藏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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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 女 能 顶 半 边 天 ”
年画画面上，3 名脸庞红
润、风华正茂的女青年紧
密地站在一起，最前面的
是名工人，头戴安全帽，
身穿灰色工作服，手握老
虎钳，紧抿着嘴唇，眼睛
大而明亮，看上去对未来
充满信心；居中的是名农
民 ，齐 耳 短 发 ，红 衬 衣 ，
肩扛榔头，淡淡地笑着，
似 乎 浑 身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儿 ；站 在 最 后 的 是 名 空
军，身着褐色皮服的她正
笑 吟 吟 地 解 着 帽 子 上 的
系 带 ，似 乎 刚 刚 飞 行 归
来。在她们身后，鲜艳的
国旗迎风飘扬，把她们的
飒 爽 身 姿 映 衬 得 格 外 端
庄、挺拔。这幅年画构图
饱 满、颜 色 鲜 艳 ，极 具 视

觉冲击力。
“妇女能顶半边天”，

疫情还未结束，广大的女
性 医 护 人 员 为 了 救 治 病
人 ，日 夜 奋 战 在 一 线 ，她
们是最可敬的人。

（据《内蒙古日报》）

“妇女能顶半边天”年画

此消寒图采用手绘墨
书兼木版印刻，顶端正中是

“消寒图”3个大字；中间是
9 个“九”对应 9 个太极图；
两侧各有 1 句诗，分别是

“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
雨雪中心。”“连风带雪全画

尽，碎笔点描半阴晴。”这说
的是圈点消寒图的方法，根
据数九中每天天气情况，依
次涂黑每个“九”中对应的
不同太极图部位，当 81 个
太极图全部涂黑后，表示阳
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就
到来了。

这幅消寒图从一九到
九九都配了诗，9 首诗从远
古“三皇治世”起到“大清坐
金銮”结束。

这张消寒图是清代记
载节气的重要实物，体现
了古人熬寒盼春的迫切心
境，同时也是农业生产之
需，通过记载数九天的阴
晴和降雨量，以此来调节
播种和耕作时间，并预卜
来年丰歉。

（据《内蒙古日报》）

诗文太极消寒图

朱 石 梅 制 锡 壶 口 径
4.8厘米、底径 9.1厘米、高 8
厘米。壶身一面刻有书法

“蟹眼沸，鱼眼浮，用汲古，
泉仰流。石楳制。”另一面
绘有一枝梅花，并题有“一
瓯春雪”四字，落款为“埜
隺”。在壶柄上，又有“铁壶
庐制”四字。

这把锡壶，朱石梅显然
在设计上体现了清代文人特
有的一种审美风格。壶上的
铭文“蟹眼”“鱼眼”，出自于唐
朝陆羽的《茶经》，描述了水沸

腾的样子。苏东坡有《试院煎
茶》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
欲作松风鸣”。故用《茶经》的
典故刻在茶壶上再合适不
过。另一侧的梅花和“一瓯春
雪”四字，又暗含当时文人用
雪水饮茶的风俗。《红楼梦》中
就描述说，妙玉收集梅花上的
雪，共一瓯，埋在地里，舍不得
吃，在宝玉来庵里做客的时候
才拿出来泡茶待客。而锡壶
的底部，是仿汉代瓦当的样
式，这也符合乾道文人好金石
的特点。（据《收藏快报》）

朱石梅制锡壶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了一套 2020 吉祥文化金
银纪念币。该套纪念币共 6
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2枚，银
质纪念币 3 枚，金银双金属
纪念币 1 枚，均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货币。其中，
100克圆形精制银质纪念币

“松鹤延年”与 20世纪 30年
代大中华火柴公司生产的
一枚“仙鹤”火花的主题画
面十分类似。

“仙鹤”火花中一只仙
鹤展翅飞翔，两只翅膀以
鹤身为圆心向上摆动幅度

最大时，被当时的火花设
计师恰好设计成了圆形。

“松鹤延年”纪念币的主图
也是一只圆形的仙鹤，只
不过鹤头的方向相反。火
花上仙鹤的羽毛随着翅膀
的摆动而慢慢向上呈放射
状，纪念币上仙鹤的羽毛
采用浮雕形式全都呈向上
垂直状。有一细节值得注
意，火花上的仙鹤在飞翔
时尾巴是看不见的，而纪
念币上的仙鹤尾巴却是故
意漏出来的。

（据《收藏快报》）

“松鹤延年”纪念银币与“仙鹤”火花

那些闪耀拍场的明清竹雕佳作

明末传朱鹤制竹圆雕古松水丞。

▼清赤壁
夜游园竹笔筒。

▲清乾隆宫廷御制竹
根雕仿青铜饕餮纹兽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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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济公
白竹艁像。

这些年你追过的古装宫廷剧有
没有白追？你知道古代女性的首饰
有多讲究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笄】是古人用来簪发和连冠的
饰物，是簪、钗的鼻祖。笄为古代男
女用来插定绾起的头发或弁冕。从
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长大，
可以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
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妇
人给及龄女子梳发髻，插上一支笄，
礼后再取下。

【簪】是笄的发展，同样起固定发
髻之用，在前端加以纹饰，雕刻成动植
物或吉祥器物等形，可用金、玉、象牙等
贵重材料制作，工艺丰富，有錾花、镂花
及盘花等。

【钗】是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
一种首饰，用来绾住头发。发钗的安插
有多种方法，所插数量也不尽一致，最
多的在两鬓各插六支，共十二支钗。

【华胜】即花胜，古代妇女的一种
花形首饰，通常制成花草形状插于发髻
上或缀于额前。

【步摇】是在顶部挂珠玉垂饰的簪

或钗，是古代妇女插于鬓发之侧以作装
饰之物。一般形式为凤凰、蝴蝶等，或
垂有流苏或坠子，行步则摇动。

【钿】是用金、银、玉、贝等做成的
花朵状装饰品，是古代的一种嵌金花的
首饰。簪钗是用来绾住头发的，而钿直
接插入绾好的发髻起装饰作用。

【花钿】是古时妇女脸上的一种花
饰。以金、银制成花形，蔽于脸上，是唐
代比较流行的一种首饰。

【耳珰、耳坠】穿耳施珠曰珰。耳
坠指带有下垂饰物的耳饰，是长盛不衰
的女性饰物。

【项圈】用金、银、铜等金属煅制的
素圈，也有用美玉雕制，富贵人家还喜
欢在上面镶嵌珍珠宝石。

【璎珞】是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
品，多用为颈饰，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
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后来随着佛教一起
传入我国，唐代时被女性所模仿和改

进，变成了项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
饰中最显华贵。

【腰饰】 主要包括玉佩、带钩、带
环、带板及其它腰间携挂物。材料一般
以贵金属镶宝石或玉石居多。 我国早
期的腰饰主要是玉佩。

【禁步】古代的一种饰品。将各种
不同形状玉佩，以彩线穿组合成一串系
在腰间，最初用于压住裙摆。佩戴行步
之时，发出的声音缓急有度，轻重得
当。如节奏杂乱，会被认为是失礼。

【臂钏】来源于镯，多用金银等制
成圆环，或盘绕为螺旋圈束于臂间。所
盘圈数多少不等，一般三至八圈，也有
多到十二三圈的。

【手镯】是一种套在手腕上的环
形饰品。按结构可分两种：一是封闭
形圆环，以玉石材料为多；二是有端
口或数个链片，以金、银等金属材料
居多。

【戒指】在我国有数千年历史，文
献记载，有“手记”“约指”“驱环”“代指”

“指环”等诸多异名，其中“指环”使用的
时间最长。明代后戒指的称呼才渐渐
多起来。

“云鬓花颜金步摇”，天生丽质的美
人佩戴着华丽精致的金步摇，越发显得
国色天香。这些出现在古代诗词歌赋
中的黄金首饰有多华美妍丽、精雕细
镂？笄、簪、钗等女子发饰有何不同？
宋代黄金首饰如何体现宋人美学？

数月前在武汉举办的“百工居肆”
古代艺术品特展，一批精美的中国古
代金银器藏品出现在观众面前，其中
包括多件难得一见的黄金首饰，从金
帽冠、金带板、金头面到金束冠、桥头
簪梳帘等，每件首饰都值得细细观赏
品味。不同于现代机器制作的黄金，
古法黄金饰品用料密实，鎏金、花丝镶
嵌、锤揲、金银错、掐丝、錾花等工艺繁
多，体现出手工美感。穿越了岁月而

来的这些黄金器物、首饰，华而不炫，
贵而不显，低调中带着雍容与华贵。

这一批金器的主人，就是在国内古
代金银器收藏圈中小有名气的 90后藏
家、被藏友们称为“周金金”的周佺。在
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入藏了一对
南宋纯金双凤耳环。惊叹于耳环的工

艺精湛，性价比却相当不错，于是开始
关注和收藏金银器。周佺的藏品以中
古金器为主，当中最贵的藏品是两年前
在中贤圣佳拍卖会上拍得的明万历官
造金盏托玉碗，成交价是 115万元。周
佺表示，之所以特别喜爱宋代金银器是
因为，那个时期的金银器比其他时期的
更为简洁、相对比较轻薄，基本就是以
纯素金为主，运用模印、錾刻、锤揲等工
艺技术，喜用荔枝、瓜果、牡丹、菊花这
类题材为基本装饰。明代金器也极具
风格，明代时期因为郑和下西洋带回来
宝石，导致明代金器上多为宝石镶嵌，
宝石又以红蓝宝石为基础，有些再搭配
其他宝石。明代金器一看去就是富丽
堂皇，贵气十足。

“自古黄金贵，犹沽骏与才。”
数 千 年 来 ，金 银 一 直 是 自 然 界 中
稀 有 金 属 的 代 表 ，人 们 无 不 以 之
为 贵 。 作 为 财 富 与 地 位 的 象 征 、
比 德 与 喻 美 的 寄 托 ，金 银 器 结 合
了形与质之美，虽经沧海桑田，仍
世 代 流 光 溢 彩 ，吸 引 着 中 外 藏 家
的视线。

金银器天生贵重，自古以
来都是人们显示身份和财富
的奢侈品。它分为金银器物
和金银饰物两大类。

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
金银器的设计制作工艺已非
常高超。唐代金银器的制作
和应用达到了历史的巅峰，除
了饰件还开始生产餐具、茶
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品
种大为增多。从唐宋开始，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器开
始走向世俗化、商业化，稍有
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终于也
能够享用了。

如果说唐代的金银器皿
气势博大，宋代金银器则以轻
薄、精巧、简洁而别具一格，在
造型、纹饰上一反唐代富丽之
风，变为素雅和富有生活气
息，造型讲究，花式繁多。

明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
高超，造型庄重，装饰华丽，雕
镂精细。器物常用打胎法制
成胎型，主体纹样采用锤成凸
纹法，细部采用錾刻法，结合
花丝工艺，组成精美图案，纹
饰繁密，一些器物镶嵌珍珠宝
石，五光十色。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
较多，大部分为传世品。清
代金银器的器型和纹饰追求
富丽华贵，繁复精细，色彩浓
艳，宫廷气息浓厚。清代金
银器工艺精湛，其制作工艺
包括了范铸、锤揲、炸珠、焊
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
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
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
清代金银器还与珐琅、珠玉、
宝石等结合，交相辉映。

簪钗花钿金步摇
穿越千年终相遇

历代金银器的发展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金
步
摇
。

◀金臂钏。

▼30 股 桥 头 簪 和
金帘梳。

金手钏。

▶宝石簪。

▼ 龙 型 霞
帔坠。

金菊花盏。

金头饰品一组金头饰品一组。。 镂空金冠镂空金冠。。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