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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时 光
PIN JIAN SHI 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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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正面中央镌孙中山侧面肖像，
外围双圈（内一线圈，外珠点圈），左右长枝花饰，边缘上下
镌有中文隶书“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背面中央为中文隶
书“壹圆”，边缘英文“中华民国”“壹圆”，左右上方分列六角
星。该版纪念币俗称“小头”，直径 3.8厘米，重 27克。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是存世量最为稀少的一种，可
谓凤毛麟角。藏品保存较好，色泽自然，不论是文字还是图
案，都自然细腻。“小头”是近代中国钱币中的精品，是价值
很高的革命文物，记录了辛亥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是
考古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难得的实物。（据《内蒙古日报》）

“小头”纪念币

明朝竹刻名家朱稚征，
约活跃于明代天启、崇祯年
间，卒年或已入清。嘉定（今
属上海）人，号三松。

朱稚征（号三松）与其
祖朱鹤（号松邻）、父朱缨（号
小松）均为嘉定派竹刻开源
的重要人物，史称“嘉定三
朱”。陆扶照《南村随笔》曾
有记载：“疁城（嘉定）竹刻，
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鹤创
为之，继有其子小松缨，至其
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

此仕女图笔筒为竹制，
棕红色，下承三矮足。图中
仕女头戴风帽，手持兰花，
依石壁而立，古松穿岩而
出，松枝伸展，松下有石台，
台上置杯、砚等器。

岩壁上以阴文刻隶书乾隆御制诗一首：不期精细期苍
古，以朴因之历久存。生面略殊倚修竹，岩兰在手默无
言。创为邻鹤有来由，善画而今画少留。刻竹依然传片
羽，可思业亦贵箕裘。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后刻印二
方。丁酉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笔筒另一侧壁上
又有“万历甲寅秋月三松作”款识。甲寅则为明万历四十
二年（1614年）。 （据《人民政协报》）

朱三松制竹雕仕女图笔筒

福建的德化白瓷，白似堆
脂，光泽如华，在 16世纪至 17
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乃至皇
家刮起了“中国白”的旋风，并
掀起了仿制的浪潮，被誉为

“世界白瓷之母”。
在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

区专题展厅展出的《德化之
美——馆藏明清德化白瓷艺
术展》，有一尊清净慈和的清
代德化窑白釉观音瓷坐像引
人注目，突出表现了德化白
瓷的特色技法和艺术价值。

端详该瓷坐像，观音半跏
趺坐于岩石之上，双手交叉于左
膝，脸庞长圆，鼻梁挺直，双目微
启，微微颔首，似在敛神沉思，又
似在俯视芸芸众生。其头梳瓜

棱形髻，帛巾披肩，胸饰璎珞，衣袂下曳，委于一侧岩石台之上，
衣纹自然流畅，有“曹衣出水”的遗风。右侧岩上有一石台，上置
一部放裹好的经书。整体看来肃穆、端庄、沉静，以高超的技艺
展现了佛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志向。（据《羊城晚报》）

清代德化窑白釉观音瓷坐像

册方斝
通柱高 28.5厘米，口径

纵 11厘米，横 13.3厘米，总
宽 16.2厘米，重 3.12千克。

器名斝（jia），是一种
既可盛酒又可加温的酒
器。这种铜器的铭文，一般
字数很少，没有自名。铜斝
最早出现于商中期，亦源于
陶斝。早期的铜斝多为圆
形。商迁殷（安阳）后，铜器
制造得多了，型式亦发生变
化，出现了方斝。这件册方
斝，体方，有盖，颈部略收，
鼓腹，底微凸。腹一侧有
鋬，与鋬相邻两侧口沿上立
二方伞塔形柱，腹下四足外
撇。盖平而薄，正中有二鸟
构成之拱形钮，二鸟相背而
立，鸟头向外，冠相连。盖上饰二兽面纹，鋬上饰一兽首。
腹部每面之主纹为一组大兽面纹，回形纹为地。腹上颈部
及伞塔形柱帽上均饰三角纹，角尖向上，四足饰蕉叶形夔
纹。本器是一件装饰华丽、造型优美的珍品。本器铭文只
有一“册”字，铸在器内底上。这种单一的铭文，大都是作
器主人名或氏族徽号。 （据《海南日报》）

举万物之形 书大道之至
——古笔絮谈

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最为重要的工具，而由于时代变化，今日大众对它的了解日渐生疏，再加上
“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对毛笔的研究与重视不足。

从广义上说，将一束毛
料修整后，根部扎紧或粘
固，然后插入相应的笔杆腔
内，就应该算是一支“毛笔”
了。因此，西方绘画所用的
油画笔、水彩画笔，乃至女
士们描眉用的眉笔，都可纳
入这个范畴。而狭义的“毛
笔”，指的是中国古人的创
造。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
毛笔除了用于绘画外，更用
于写字——这是最为关键
的区别。中国毛笔的日常
之用，让它成为中华文化的
造就之器与点睛之笔，并由
此衍生出一个博大精深的
书法艺术世界。

自商代甲骨文算起，

汉 字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的 历
史。甲骨上的文字多是先
写后刻，但即便如此，也只
是 说 明 商 代 毛 笔 已 经 存
在，也不是毛笔的起源时
间。人们喜欢将笔与文字
联系起来，忽视了它与绘
画的渊源——在四五千年
前 原 始 社 会 晚 期 的 彩 陶
上，就出现了毛笔划过的
痕迹。毛笔的产生最初和
绘画有关，因而很接近于
广义的“毛笔”。后来文字
出现了，与毛笔的关系越
来越密切。最终，中国书
法越来越固化了毛笔的形
象，其狭义性逐渐取代了
广义性。

要想了解毛笔的前世
今生，考诸文献是一种途
径。而另一条途径是实物
研究，出现得较晚。明清以
来的毛笔传世很多，宋代的
笔也陆续有发现，日本正仓
院所藏的“唐笔”，也是珍贵
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些实物多有助
于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
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
靠唐代以前的实物资料，这
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
成果。

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
团团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
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
特旗破城子遗址发现了一
支东汉初期的毛笔，后来被
马衡先生命名为“汉居延
笔”。这让人们第一次见到
了唐以前毛笔的实物。两
汉时期的毛笔，后来随着我
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多有出
土。除了甘肃敦煌地区外，

湖北的江陵、山东的临沂、
江苏的连云港地区都陆续
有所发现。

在汉代毛笔实物不断
发现的同时，战国及秦代的
毛笔也陆续出土，而且出土
实物贯穿了战国早中晚三
期。属于战国早期的是河
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笔，是迄
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件毛
笔实物；中期的则是湖南长
沙左家公山楚墓笔；晚期的
有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笔、江
陵九店楚墓笔和甘肃放马
滩秦墓笔。属于秦代的有
三支：两支发现于湖北云梦
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
已朽；还有一支发现于湖北
荆州周家台秦墓中，仅存笔
杆。相较于汉笔，战国毛笔
在形制及制作工艺上显然
要“原始”一些。但它们的
发现，为文献中“秦之前已
有笔”的观点提供了坚碻的
实物佐证。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思想
观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形而上者
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已然将

“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三国“建
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说“凡学者大
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
之”（《中论·治学》）。

毛笔研究在学术层级上自属
“器”的范畴，是“物名”，而不是
“大义”之“道”，或说是基础性研
究。但笔者认为，有些看似高明的
书法研究者喜谈“书法之道”“笔
墨之道”，或是“笔墨”与某种“文
化”的关系等宏大议题。但由于对
笔的基础性研究并不重视，往往会
有错讹。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毛笔的政
治功能。东汉蔡邕《笔赋》宣扬
道：“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先
乎笔。”西晋成公绥《弃故笔赋》
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近代学
者胡韫玉在《笔志·重笔》中就演
绎了成公绥的观点，将毛笔的重要
性从文化功能和意义上予以了揭
示：“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

繁，非笔莫纪。笔者，毕也，能毕
举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
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
功 于 世 ，安 可 以 文 房 清 供 而 小
之？”古代历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
是通过毛笔记录描述的，其重要性
自不待言，它不仅仅是文人雅士书
斋中的玩物。

由于毛笔是日用品，大多数人
并不会太在意其存在的意义，正如
成公绥所说的“日用而不寤（悟）”。
故明人李诩曾告诫说：“笔墨二事，
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
概也。”（《戒庵老人漫笔》）千百年过
去了，今天的笔已从钢笔、圆珠笔，
变为鼠标、键盘，大致相当于往时

“士人”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于“笔墨
二事”更为疏远，这似乎已是大势所
趋。但回顾历史，毛笔对中国文化，
乃至东亚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当
巨大的。如今日本、韩国等国家仍
相当多地保留着毛笔文化传统，中
国知识分子也对“书法”有着独特的
热情。

（据《光明日报》）

笔源于画笔源于画

笔有其史笔有其史 笔有其意笔有其意

南越国宫署遗址不仅是
南越国王宫、南汉国王宫所在
地，还是秦汉郡治、六朝衙署、
隋唐都会、宋元督府、明清布
政司的所在地，是两千多年来
岭南的政治中枢。自 1995年
以来，在此清理出不同时期的
大型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秦
汉至明清时期的瓦当。小小
瓦当通过纹饰、风格的变化，
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传递出
2000多年间时代变化的信息。

莲花纹瓦当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

国，东晋逐渐兴起，至隋唐时期
达到鼎盛。东晋以后，带有佛
教文化寓意的莲花纹逐渐取代
云纹成为瓦当的主流纹饰。馆
藏广东地区最早的莲花纹瓦当
上，还能看到四叶纹、格子纹和
锯齿纹，汉代余风仍存。

宋代社会安定，经济发
达，思想开放，文人雅士辈出，
花卉纹开始成为瓦当纹饰的
主要题材，也是南越国宫署遗
址出土宋代以来瓦当的大宗
之一。当面装饰种类多样，有
冰清玉润的荷花，秀丽淡雅的
菊花、雍容华贵的牡丹、群芳
簇拥的团花等，这些瓦当共同
呈现出宋代以来广州蓬勃向
上、生机盎然的生活风貌。

明清时期，花卉纹瓦当
继续发展，纹饰更为精雕细
琢，层次更为丰富，瓦当尺寸
亦越来越小。到清代晚期，瓦
当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据《广州日报》）

“小瓦当 大世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专题展”开幕

小小瓦当 千年城史
近日，“小瓦当 大

世界——南越国宫署遗
址出土瓦当专题展”在
南 越 王 博 物 院 王 宫 展
区开展。

本 展 览 为 南 越 国
宫 署 遗 址 考 古 资 料 整
理 与 研 究 的 阶 段 性 成
果，共精选出一百余件
在遗址出土、从秦汉至
明清时期的瓦当，展品
涵盖了云纹瓦当、文字
瓦当、兽面纹瓦当、莲
花纹瓦当等种类。

瓦当，俗称瓦头、筒
瓦头，是古代建筑檐头
筒瓦前端的遮挡，也是
中国建筑体系特有的构
件，起着保护檐椽不受
风雨侵袭和美化建筑外
观的功能，被誉为中国
古代“屋檐上的艺术”。
瓦当上的图案、文字等
装饰寄予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考古发掘表明，瓦当不晚于西
周中晚期出现，迄今为止可以确知
中国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陕西扶风

岐山周原遗址，东周时期瓦当成为
大型建筑的构件，发展迅速。各诸
侯国瓦当纹饰具有浓郁的时代风
格和地方特色，尤以齐、燕、秦的瓦
当纹饰最具特色，以动物纹瓦当、
云纹瓦当、树木纹瓦当数量最多。

岭南地区出现和使用瓦当从
秦代开始，公元前 214年，秦统一岭
南后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在
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中发现的秦
汉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包括瓦当
在内的建筑材料，这些瓦当的造
型、制作方法、纹饰等与中原地区
的瓦当几乎一样，出现天下为一、
万里同风的盛况，见证着岭南文化
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体系的历程。

南越国宫署遗址所在位置是
南越国和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
区，其宫殿整体布局规整、建筑基
址宏大、建筑用材精美。南越国王
宫出土的涂朱砂“万岁”文字瓦当，
以及南汉国王宫出土的各种色彩的
琉璃瓦均体现着王权的威严。

秦末汉初，原秦将赵佗在岭南
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今广州）为都
城。目前已发掘出多座宫殿建筑
基址，出土戳印“未央”“华音宫”等
文字的陶器和“万岁”文字瓦当等。

汉代开始，中原地区开始流行
文字瓦当，文字内容复杂多变，除常
见的颂赞词语外，还有地名、纪年、记

事。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文字瓦当最
早出现于南越国中晚期，内容较为单
一，基本为“万岁”二字，但文字样式
却丰富多变，有的甚至具有鸟虫书的
笔韵，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唐末五代，原清海军节度使刘
岩占据岭南，建立南汉国，升都城
广州为兴王府，用琉璃瓦来体现皇
家身份。建筑琉璃在我国古代被
广泛用于宫殿、陵墓和皇家寺庙等
建筑之上，是皇权的象征。南汉晚
期成功烧制出黄色琉璃，使宫殿建
筑的色彩更为丰富，尤显尊贵。此
外，南汉国还使用了不少双凤纹瓦
当，象征王权。

各色琉璃瓦体现王权威严

一展尽览两千多年瓦当“通史”

纹饰变化传递时代变化的信息

敦煌悬泉置东汉笔。

信 阳 长 台 关 楚
墓笔。

汉居延笔。

◀宋代缠枝花卉
纹瓦当。

▼秦代云纹瓦当。

青釉双凤纹瓦当。

青 釉 兽 面 纹
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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