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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世界五彩缤纷，是邮票发行和收藏方面的宠
儿。我喜欢收藏鸟类专题邮票，闲时翻翻集邮册，看完这
张欣赏那张，情趣盎然，爱不释手，而对其中一套 59年前
的丹顶鹤邮票，尤为喜爱。

这是一套丹顶鹤特种邮票，共 3 枚，国家邮政局于
1962年 6月 10日发行，邮票主图选取了我国著名花鸟画家
陈之佛的三幅原作“翠竹双鹤”“碧空翔鹤”“松涛立鹤”。
整套邮票由刘硕仁设计，印制精美，票幅规格横 31毫米，
直 41毫米。

丹顶鹤俗称仙鹤，是中国极为名贵的鸟类，一向被誉
为象征长寿的仙禽。丹顶鹤周身披以洁白色羽毛，长颈修
足，姿态潇洒，邮票上用翠竹、碧空、古松作为背景，更显得
气势壮阔。

整套邮票细腻唯美，形象逼真，定格住鸟儿展翅的姿
态，把鸟儿的神韵表现得活灵活现，展现了人类对鸟儿的
真挚情感，让人感受到自然和生命的力量。每每赏之，我
都如饮佳酿，心情分外喜悦。 （据《内蒙古日报》）

明代剔黑开光花鸟
纹梅瓶，高 28.7 厘米，腹
径 18.9厘米。清宫旧藏。

剔黑开光花鸟纹梅
瓶小口、丰肩、圈足，造型
端正挺拔，线条优美，是
明代剔黑器中独具特色
的精彩文物。

此瓶通体以朱漆刻
锦地，以弦纹分出多个区
域，上雕多种花纹。具体
而言，此剔黑开光花鸟纹
梅瓶颈部为灵芝纹，肩部
为转枝花，腹部一周四开
光，内雕四季花鸟，腹下
为海水异兽纹，细密工致，纹理流畅，别具一格。

此瓶通身以锦上添花、红黑对比的手法分别雕饰，口
及足部均镶以铜镀金边饰。 （据《人民政协报》）

59年前的丹顶鹤邮票

碧空翔鹤。 翠竹双鹤。 松涛立鹤。

明代剔黑开光花鸟纹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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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河南春晚的古典舞节
目《唐宫夜宴》出圈了，14 位饰演
唐朝女乐官的演员通过舞蹈的艺
术之美将盛唐的雍容气度和小女
孩的俏皮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女演员的形象和衣着正是取
材于隋唐时期的女俑类文物。

俑是古代丧葬风俗中常见的
随葬明器之一，虽然孔子说“始作
俑者，其无后乎”，但俑代替了早
期残忍野蛮的人殉制度，确实是
丧葬风俗的一种进步。随着人俑
造型的发展，其逐步成为中国古
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蜚声中外的唐三彩中，人俑造型
就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这其中
尤以体态丰满的仕女俑等最具盛
唐气象。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
的一件唐三彩女立俑来看，女俑
的面庞丰腴，长眉细眼，直鼻，樱
桃小口微抿，下颌微抬，头部微微
抬起望向远方。优雅的身姿、腴
美的体态与落地的轻薄衣裙相得
益彰，仕女俑整体呈现出自然流
畅的线条美，轻松自然的表情与
沉稳娴雅的举止也再现了唐代女
性的柔美端庄和风雅高贵。

陕博所藏的另一件唐三彩
梳妆女俑则将唐代女性华丽和
开放的衣着展示得淋漓尽致：这
件女俑似还是一位少女形象，正
坐在铜镜之前梳妆打扮。只见
她发髻高耸，面部丰腴，身着小
袖腰襦，长裙之上遍绣四叶瓣的
柿蒂花。她左手半握举于胸前，
应是持镜照面；右手指向面部，
可能要“对镜贴花黄”。通过简
单的动作设计，静止的仕女俑变
得灵动起来，逼真地刻画出唐代
女子梳妆时的动态场景。仕女
俑的裙腰则系至腰部以上接近
于腋下，由此裙子便显得被拉
长，女俑的体态呈现出修长的美
感。另外这件女俑的衣着也属
于袒胸装的范畴，描绘唐代女子
的绘画《捣练图》和《簪花仕女
图》等，女性的衣着也多是袒胸
装，这种装束是唐代女性大胆开
放的心态体现，也充分展示出具
有旺盛生命力的丰腴之美。除
却宽松的社会风气外，这种着装
可能与第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
登基改国号，女性地位提高等也
有着密切的关系。

宽松自由的社会风气和女性
张扬自信的心态并未持续太久，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对“三纲五
常”和“三从四德”的提倡，开始对
社会风气产生巨大影响，明人陈
继儒更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观念。宋代还有李清照等女词人
青史留名，到晚明时期，能数上名
的才女则以名伎居多，与晚明士
大夫关系颇深的“秦淮八艳”就是
其中的代表，仕宦之家的良家女
子则多不见于史册。

清代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不
少良家女子也乐于吟诗作画，据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
中所言：“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
代，数逾三千。”这与不少士大夫
提倡女性教育和开放观念有很大
的关系，其中尤以清中期文坛盟
主袁枚最具代表。上海博物馆所
藏的《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描
绘了袁枚在杭州西湖边的宝石山
庄小住，吴会等地的女弟子们前
往湖楼拜会请教的情景。古代文
士的雅集譬如“兰亭集”等很少出
现女子的身影，随园女弟子从各
处赴湖楼请业，算得上是当时的
一个特例和诗坛的盛会。

为了宣扬和彰显这些女弟子
的才华和名气，袁枚请当时吴中知
名画家尤诏和汪恭为这次雅集绘制
了《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画中
的女弟子们皆身形清瘦，温婉娴
雅，身着简单的素色长衫，头上也
无金钗银饰，她们或执笔作画或持
卷研读或倚竹沉思或焚香拂琴或
戏墨写梅，满卷散发出女诗人的清
雅之气，确不输须眉男子。袁枚曾
自诩道：“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淄
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这些从
官宦之家的深宅大院中走出的女
弟子，醉心于诗文书画，渴望拥有
独立的文化人格，是清代女性思想
和文化解放的代言人。

值得一提的是，《随园女弟子
湖楼请业图》中的“随园”是袁枚的
居所，“随园”原为曹雪芹祖上的园
林，有说法认为随园就是《红楼梦》
中大观园的原型。书中贾宝玉曾
云：“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
作的骨肉”，《红楼梦》对众多才貌
双全女子的描写无不是对女性美
的歌颂，这恰巧与《随园女弟子湖
楼请业图》似有暗合之处。

仕女题材是中国传统绘画的
重要表现题材之一，仕女图不仅只
见于纸绢，自明末清初开始，盛行一
些脱离纸墨的瓷画美人，尤以康熙
时期为最美。清代陈浏的《陶雅》中
记有“瓷器最重画工，雍正以花卉最
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
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相比
于盛唐女性的雍容华美，清代的女
性则显得清瘦素雅。由于瓷画受到
当时版画等的影响，所以杨柳青年画
（一种民间木版画）的美人画口诀：“鼻
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
眼；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万
莫张口”正是清代仕女画审美
的形象总结。

从故宫博物院
所藏的一件清康熙
五 彩 仕 女 瓷 板 来
看，正面绘以五彩
仕女婴戏图，画面
中 的 仕 女 持 扇 端
坐，形体优雅，面部
轮廓描绘细致，在
画面中显得高大端
庄；一小童站于仕
女背后，另一小童
站在一旁，嬉戏玩
耍。背后的栏杆山
石写实入微，整体
的生活气息浓郁，
充满着母慈子爱的
美好意境。

仕女的形象正
如 美 人 口 诀 中 所
言，是“鼻如胆，瓜
子脸，樱桃小口，蚂
蚱眼”，“瓜子脸”展现出女性清瘦
的面容，“樱桃小口”和“蚂蚱眼”
则透出女性的阴柔之美。仕女身
着对襟宽袖大袍，下着长裙，衣褶
流畅飘逸的线条突出了女性的曲
线之美。由于背景衬托的栏杆山
石较小，整个的画面大量留白，仕
女作为瓷画表现的主体极为突
出，对观者很容易造成强烈的视
觉冲击。

古代艺术品中众多有关女性
的作品，不仅是对人物形象的简
单描绘，还是古人审美追求的反
映。这些流传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的女性文物，身负历史的沧桑，继
续为我们诠释着所处朝代的女性
之美。 （据《海南日报》）

仕女俑
衣香袂影是盛唐

仕女图
“才女尽为诗弟子”

仕女瓷画
阴柔美人现瓷板

近日，洛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在黄河孟津
会盟段河道内的古代墓
葬群中，发掘出土了十
余 件 西 汉 彩 绘 陶 仕 女
俑，这是洛阳市首次发
现 完 整 的 西 汉 陶 仕 女
俑。说起仕女俑，最负
盛名的莫过于雍容丰腴
的唐三彩女俑。此外，
仕女作为古代艺术品中
常见的表现对象，除却
女俑的造型外，更多的
女性形象则是通过绘画
等方式留存于今。

镂空钱，是指中国古代以金属铸造，以镂空工艺表现
吉祥内容，用以配挂的古钱形饰物，又称镂空花钱。镂空
钱又分龙钱、凤禽钱、瑞兽钱、花卉钱、鱼钱、人物钱、楼阁
钱、吉语钱及其他种类。镂空钱至少在汉代已有，本文就
来介绍几枚镂空钱：

双鱼钱：长 6.4厘米、宽 5.3、厚 0.15厘米，重 30.6克；黄
铜质，吊挂式，黑漆古包浆熟旧入骨，双鱼呈互相追尾状，
中为决穿圆钱，寓意年年有余。

双鹿钱：直径 6.2厘米、厚 0.18厘米，重 30.4克；黄铜质，
重轮重穿，包浆自然熟旧。圆穿两侧一站鹿，头上均有角，
两鹿朝一个方向眺望，左边一只正面朝前看，右边一只回头
看。鹿和禄是同音，古今人们都追求高官厚禄，禄是薪俸。

双龙花钱：直径 7.5厘米、厚 0.45厘米，重 120克。青
铜材质，包浆熟旧，重轮方穿，双龙呈相互追尾状，形象生
动传神。 （据《收藏快报》）

古代镂空花钱品赏

双鱼钱。 双鹿钱。 双龙花钱。

陕 西 历
史博物馆藏唐
三彩梳妆女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
熙五彩仕女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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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
藏 清《随 园 女 弟
子 湖 楼 请 业 图》
（局部）。

武汉博物馆馆藏中，
有一件清代的玛瑙螭纹
笔洗，颜色橘黄，半透
明。高 4.5 厘米，长 9 厘
米，宽 8.5厘米。器物依
材成型，敞口，口阔，内膛
较浅，可贮水，为文房用
品中的笔洗。外壁浅雕
双蟠螭纹和卷云纹，身体
爬行攀附于口沿上，螭首
探向器口，似要爬入器
中，极富动感。玉质温

润，雕工细腻精巧，造型别致，姿态特别美观，既是实用器，又
是一件格调高雅的艺术陈列品。整件器物造型别致，雕琢精
致流畅，纹饰线条简洁明朗，配上雕刻有卷纹纹饰的紫檀木底
座，古色古香，格外协调，使器物更显得浑厚庄重，高雅大气。

清代工艺借鉴了绘画、雕刻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琢玉技
法，并加以融会贯通，使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此笔洗
表面光亮度好，古朴典雅，玉质晶莹剔透，式样奇巧玲珑，造型
美观，刀法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之状，体现出形神兼备的清
代艺术风格。注入清水，敞口沿边纹饰愈显生动，观之犹如水
波荡漾，意趣横生。历代使用玛瑙螭纹装饰的笔洗传世较多，
风格各异，这件玛瑙螭纹洗布局巧妙，纹饰细腻丰富，碾雕技艺
精湛，是同类题材中的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据《西安晚报》）

文房珍品玛瑙螭纹笔洗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晚唐三彩双鱼壶
（图 1），通高 24.5厘米、口径 4.1厘米，1953
年出土于山东青州市。从该器物的造型
来看，它应属于晚唐的盛酒器作品，反映
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
该器物选用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物鱼作
为壶的外形，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双鱼中
间各有上下两个小翅，形象逼真。色分
绿、黄、褐三色，互相浸润、交融，形成斑驳
灿烂的彩色釉：其周身涂抹大面积绿釉以
表现鱼的勃勃生机，只在胸部鱼鳞和眼、
嘴部位点抹了黄色釉料，使鱼的造型更加
突出。鱼是民间最常用的馈赠佳品，也是

唐代崇尚之物，而双鱼就寓意着连年有
余、和谐美满、吉祥合欢。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贯
通，加速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地理位
置优越的扬州，成为当时最繁华富庶之
地，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唐代遗物。1963
年至 1978 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的
唐城遗址和唐人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唐

三彩，有炉、壶、瓶、钵、碗、碟、豆等，以及
大量的残件和碎片。河南巩县窑烧制的
晚唐三彩陶双鱼瓶（图 2），就是其中的一
件典型器。此瓶高23厘米、腹径11.2厘米、
口径4.5厘米、底径8厘米，1975年出土于江
苏扬州扫垢山，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其瓶
身塑成腹部相对的双鱼形，鱼口即瓶口，双
脊即为双系，尾部制成瓶底，鱼目、鱼鳞、鱼
鳍一应俱全。双鱼瓶表面挂有绿、黄、褐三
色釉，三色互相浸润交融，色彩斑斓。双脊
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
反映了工艺上的高超造诣。

1992 年，在陕西长安南里王村的一
座唐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壶
（图 3）。该器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器高 25.3厘米，为扁圆腹，壶体系由

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
头顶部各有一鼻，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
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
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处外，皆施三彩釉。
此壶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地利用两
条对拥的鱼构成壶体轮廓：从侧面看，是
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纵跃出水面，
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
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
活气息浓厚，且器型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
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唐代的双鱼酒壶，亦见于古代文献
记载。唐人称为双鱼榼，如诗人白居易即
诗云“何如家酝双鱼榼”，《说文解字》释
义：“榼，酒器也。”《急就篇》颜注云：“榼，
盛酒之器。”由此看来，以上三件双鱼酒壶
文物，也许正是这一古代文献中所说的

“双鱼榼”。 （据《收藏快报》）

鱼 形 壶鱼 形 壶 ，，亦 称 鱼 瓶亦 称 鱼 瓶 。。
其整器模仿鱼的形状制作其整器模仿鱼的形状制作
而成而成，，属于仿生陶瓷属于仿生陶瓷。。唐唐
代以前代以前，，鱼形壶制作比较简鱼形壶制作比较简
单单，，徒具其形而神不备徒具其形而神不备。。至唐至唐
代代，，时人非常喜爱这种器物时人非常喜爱这种器物，，
故在制作上费了很多心思故在制作上费了很多心思，，有有
三彩三彩、、白瓷白瓷、、金银器等品种金银器等品种，，
并且采用了刻划并且采用了刻划、、堆塑等工堆塑等工
艺艺，，使得鱼形壶越来越精美使得鱼形壶越来越精美。。
特别是盛行于唐代的低温特别是盛行于唐代的低温
釉陶器唐三彩釉陶器唐三彩，，鱼身上的细鱼身上的细
节处如嘴节处如嘴、、眼眼、、鳍鳍、、鳞等鳞等，，皆皆
制作得精制作得精细入微细入微、、
栩栩如生栩栩如生。。

连年有余——唐三彩鱼形壶

图 1 晚唐三彩双
鱼壶。

▶图2 晚唐三彩陶双鱼瓶。
▼图3 唐三彩双鱼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