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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重鳞纹秦公铜鼎，出土
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高 41厘米，耳宽 42.3厘米，腹
径 41厘米，口微敛，折沿平唇，宽厚方立耳略外倾，
浅垂腹，平底，三蹄足带扉棱。

重鳞纹秦公铜鼎颈部饰含目窃曲纹，颈以下
饰三排垂覆式重鳞纹，耳饰长短相间的重鳞纹，足
上部饰变体兽面纹。器腹内壁有两行六字铭刻：

“秦公作铸用鼎”。这种宽垂腹、粗蹄足、方立耳鼎
式，为西周后期到春秋早期的器形，腹壁垂斜度特
大而腹特浅，则为秦鼎常见特征。主饰重鳞纹及
足部之扉棱，都显示出此鼎为该陵区器物中时代
较早者。

此鼎铭文风格同西周晚期字体略有差别，布局也不
十分规整，但笔势劲挺，字态秀丽。（据《人民政协报》）

重鳞纹秦公铜鼎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教子图”折扇。此折扇
制作工艺、扇面画意很有故事性，有一定收藏和研究
价值。

画面左上方书有“美女教子”题款，图文相辅相
成，构思新颖，清新流畅，寓意深邃。画面上，三个
儿童正在嬉戏游玩，憨厚可爱，一位体态优美的女子
坐在一旁，细心观察着三个儿童嬉戏的场面。整体
气氛温馨和谐、轻松愉快，描画出一幅家园幸福美满
的意境。

折扇，又名腰扇，滥觞于汉末，曾为王公贵族的
宠物。至晋代，腰扇又称叠扇，已成为上流社会男女
通用的驱暑器具。到了清代乃至今天，折扇几乎随
处可见，到了近乎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如苏扇制式，
更是美轮美奂，特别在江南一带，学士名流的风流才
情与折扇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营造出江南如水的
柔情文化氛围，表现出柔情氤氲的诗画美境，通过折
扇的媒介，流传于皇宫、府第、民间、海外，逐渐因这
些美画佳句的折扇身价百倍。（据《收藏快报》）

民国“教子图”折扇妙趣横生

汝
瓷
：

汝瓷是中华传统制瓷著名瓷种之一，因窑址位于宋时
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
钧、定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

汝瓷造型古朴大方，以名贵玛瑙为釉，釉面温润，光亮
而不刺目，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汝瓷上裂纹越均
匀越好，最好的是有鱼鳞片，开片小而圆。粉青、天青及鸭
卵青是汝瓷最上等的颜色。汝瓷足底有支钉痕，因为是满釉
支烧，所以顶部边缘和底足很光滑，这是它进入宫廷的绝
招。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
可与夏鼎商彝媲美。

这只宋代汝窑酒台现收藏于河南
省博物院。1987 年出土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宝丰县清凉寺村。酒台平沿稍微向
内倾斜，盘心凸起一圆形托台，足墙顶端
无釉，系垫烧，无装饰，造型简单，线条
流畅，整体天青釉，极具艺术美感。

宋朝饮酒之风盛行，宋朝人对酒具
的要求十分苛刻，他们喝酒不但要有酒
杯、酒盏、酒碗，还要有盛放这些酒具的
酒台，也称酒盏托，是用来承托酒杯的托
盘。喝酒时一酒一台，将酒具放在托盘

中的酒台上，双手端起，以示敬重。
北宋时期，历任皇帝酷爱瓷器，当

时瓷器烧造业空前发达，瓷窑遍布大
江南北。这一时期诞生了汝、哥、官、
定、钧五大名窑，烧造工艺登上中国陶
瓷巅峰。而在这五大名窑中，专为皇
宫生产御用瓷器的汝窑又被称为五窑
之魁，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青瓷之首，
汝窑为魁”之誉。

这只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
宋汝窑青釉笔洗高 5.2厘米、口径 16.7厘
米、足径 13.1厘米，圆口，直腹，平底，底

部有 5个芝麻支钉。器形通体素面，内
外均施青釉，釉如凝脂，天青犹翠，开片
细密如鱼鳞，巧致雅绝。精细的做工，秀
美的造型、素雅的青釉，展现出汝窑青瓷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
艺术风格。

据统计，宋代汝窑青瓷器存世只有
几十件，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
北故宫博物院及欧美等地的博物馆，与
文中形制相似的汝窑青瓷笔洗，北京故
宫博物院收藏着 2件，台北故宫博物院
收藏着 1件。这只笔洗原为清宫旧藏，
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时，故宫博
物院拨交入藏。

吉林省博物院便收藏的这件汝瓷
水仙盆，高 4.2 厘米，口径纵 23.2 厘米，
横 15.5 厘米。整个器形呈椭圆状，口
沿残缺，经过细致打磨后镶铜口，器底
4 个如意云头足，香灰色胎，釉质温润
如玉，釉面开汝窑特有的细碎纹片，俗
称“蟹爪纹”。满釉裹足支烧，底有 6
个芝麻钉支烧痕。

这种器形的汝窑器在宋代皇宫中
是用来养殖水仙花的，也可以作为祭祀
的礼器。水仙花盆呈椭圆形，有的说是
参照宋时木盆，也有说是借鉴漆器的造

形，轮廓简约大方。作为御用瓷器，汝窑
瓷器烧造的时间很短，传世品稀少。目
前，我国已知存传世汝窑瓷器北京故宫
博物院 19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1件，
上海博物馆 9件，私人收藏传承有序的
不足 10件。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出土于
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现收藏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瓶盘口、长颈、
折肩、筒腹、平底，高 23.8厘米，口径 8.8厘
米，底径 8.8厘米，外施天青釉，釉面温润，
抚之如绢，有稀疏的开片。瓶底满釉，有5
个细小支钉烧痕，钉尖处露香灰胎质。

汝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造型有盘、
碗、瓶、洗、尊、盏托、水仙盆等，其中瓶的变
化较为丰富，有纸槌瓶、玉壶春瓶、胆瓶

等。汝瓷胎质细腻，胎土中含有微量铜，迎
光照看，微见红色，胎色灰中略带着黄色，
俗称“香灰胎”，胎呈灰白色，比其他窑口的
胎色稍白，是北宋官窑的主要特征。

汝窑原为民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
烧造高档瓷器，不计成本，以玛瑙入釉，釉
色呈天青、粉青、天蓝色较多，也有豆绿、
青绿、月白、桔皮纹等釉色，釉面滋润柔
和，纯净如玉，釉稍透亮，多呈乳浊或结晶
状。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到釉下寥若晨星
的稀疏气泡，釉面抚之如绢，温润古朴，光
亮莹润，釉如堆脂，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
正、纹片晶莹多变为主要特征。

这只汝窑天青釉弦纹樽珍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高 12.9厘米，口径 18厘米，底径
17.8厘米。瓷樽模仿汉代流行的青铜酒樽
造型，直口，直壁，深腹，平底，下有 3只蹄
足。外壁分上中下 3组，共缀饰 7道凸弦
纹，纹线隐约，错落有致。因采用了满釉支
钉支烧技术，外底留有 5个细小支烧钉痕。
釉色是最具代表性的天青釉，满满的温润
素雅之感。

据说在明媚的光照下，汝瓷的颜色
会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晴后、云开雾
散时，澄清的碧空中泛起的金色阳光；
而在光线暗淡的地方，其颜色又是青中
偏蓝，犹如清澈的湖水。这件瓷樽，通
体满施淡天青色釉，青中蕴绿，绿中显
蓝 ，色 调 纯 正 ，如 海 如 天 。 尽 显 汝 瓷

“青如天，面如玉”之特色。釉面上的
开 裂 纹 片 ，似 晨 星 闪 烁 ，片 片 薄 若 蝉
翼，纹线有深有浅，若隐若现，充分体
现了宋瓷所崇尚的内敛、平淡、自然的
美学风格。

古人甚爱莲花，不仅歆羡它“天然去
雕饰”的高雅姿态，更仰慕它“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台北故
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
碗，便是这样一件寓莲于瓷的珍品。

该碗是汝窑瓷器中唯一一件传世的
莲花式温碗，高 10.5 厘米，深 7.6 厘米，口
径 16.2 厘米，足径 8.1 厘米，呈规则莲花
形。温碗直口稍敛，线条自然，流畅贯
连，形似一朵绽放的莲花，格外传神。圈
足外底有 5 个芝麻粒似的支钉点，表明
该温碗是满釉支烧法烧制。虽然碗底支
钉痕迹很浅，但透过支烧点痕可见灰黄
色的胎土，土质细润。宋代宫廷御用的
汝窑器物，为了避免窑内杂质污染，烧制
前先用匣钵装好，再用垫圈和支钉垫起，
防止与匣钵粘连。

纵观这只温碗，内外天青，釉层薄
而 莹 润 ，釉 面 光 亮 匀 净 ，釉 色 柔 和 典
雅，明丽而澄净的天青色里包含了深浅
明暗的各种变化，有似玉非玉而胜玉之
艺术美。

温碗是盛行于晚唐至宋代的温酒
器 具 ，一 般 和 执 壶 配 套 使 用 ，注 入 温
水，可保持壶中酒的温度。这只青瓷
莲 花 式 温 碗 原 藏 于 北 京 紫 禁 城 养 心
殿，深得乾隆皇帝喜爱，只可惜现在只
有碗不见壶。

（据《内蒙古日报》）

汝瓷酒台 宋朝盛行饮酒

青釉笔洗 开片密如鱼鳞

水仙花盆 釉质温润如玉

盘口折肩瓶 釉面抚之如绢

一
直
被
模
仿

从
未
被
超
越

天青釉弦纹樽
青如天面如玉

莲花温碗 乾隆心爱之物

郑州博物馆收藏
的这幅《深山策杖图》
轴，纸本，墨笔，纵 151
厘米、横 38厘米。绘峰
峦叠嶂，行云缭绕，树
木丛生，一扶杖老者跨
溪过桥，漫步于深山溪畔
之间。画面右上题署：

“□林绿暗无花，小溪穿
树萦斜。一杖□桥过
客，问渠何往？□茶来
觅口家。正德戊辰年，
长洲沈周，造时八十有
三”（题诗部分字残缺）。
钤“白石翁”白文方印。

沈周（1427-1509），
字启南，号石田，晚号
白石翁，长洲（今江苏
吴县）相城里人。长
期从事绘画和诗文创
作，善画山水。四十
岁前，多盈尺小景，之
后始拓为大幅，笔墨
坚实豪放，风貌沉着
酣醉；亦作细笔，于谨
密中仍具浑沦的气势，
人称“细沈”。兼工花
卉、鸟兽，善用重墨浅
色，别饶韵致。书法遒
劲奇崛。名重于明代
中叶画坛，后人把他和
文征明、唐寅、仇英合
称为“明四家”。

（据《收藏快报》）

深山策杖图

华夏民族的用漆有悠久的历史。
至有清一代，漆器的品种已有色漆、描
金器、描漆与描油、描金彩漆、填漆、戗
金彩漆、识文描金、嵌螺钿、百宝嵌、雕
漆等多种；造型亦有大有小、千变万
化；而其制作工艺，亦更为高超精湛。

由于清代的漆器品种多样、色彩
缤纷、精美绝伦，因此其深受皇亲国戚
的喜爱。更因为漆的工艺繁杂，制作
时间长、成本高，使漆器变得更为阳春
白雪，成为权贵的专宠。而其中的黑
漆描金，在众多漆器品种中又因其富
丽堂皇，更是深受皇家偏爱。

“清黑漆描金菊瓣盘”盘高 4.5厘
米，口径28厘米、足径19厘米。此盘呈
菊花形，为 24瓣。盘口为菊瓣形花口，
弧形浅壁，平底，圈足。通体髹黑漆为
地，上满绘描金纹饰。盘里心为 5个桃
实组成团形图案，四周为勾连花卉组成
的 8个花瓣形开光，内绘暗八仙。盘内
壁每个菊花瓣内分饰两组图案：一种为
两花相对，中间夹一灵芝；另一种为两
蝠相对，内绘一朵莲花，两种图案相间
而绘，富于变化；盘外壁于花瓣内分绘
开光，内分别绘灵芝与天竺，再与水仙
图案相隔分布；盘底部圈足内髹黑漆，
描金绘牵牛花、灵芝等图案。

这件“清黑漆描金山水窝角方套
盒”，高 12厘米、盒径 13.2厘米。套盒
方形窝角，由方盘一件、方盒及盖、内

套 4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盒形成的攒盒
共同组成，可拆卸可组合。盒均子母
口，直壁，平底。盒内红漆，外通体黑
漆地上描金山水图案，以敷色的浓淡
体现山水、屋舍、植物的明暗对比关
系。方盘边缘饰描金回纹。底座呈方
几形，几面内陷用以承盒，牙条及足部
皆描金花卉。其整体造型别致，更具
有雍容华贵、金碧辉煌的宫廷气息。

这是一件高 29.8 厘米、底径 12.9
厘米的“清黑漆描金万蝠冠架”。冠架
为立柱式，由帽托、支柱、底座三部分
组成。帽托为环状藤条围成，六环状
柄组成瓜棱形；中间支柱呈圆柱状，浮
雕螭龙；底座为圆形，较为厚重，下承
六如意云头形。冠架通体髹黑漆，作
描金装饰。帽托环柱均绘缠枝牡丹
纹；支柱凸雕金色螭龙，下部圆钮绘蝙

蝠、云朵和蕉叶纹；底座自上而下有球
花、蝙蝠、朵云、变体连云、缠枝牡丹、
缠枝菊花等纹饰。

“清黑漆描金山水纹方胜盘”为
一对，全高 4厘米、口长径 37.2厘米、
口短径 28 厘米。此盘方胜形。通体
髹黑漆为地，饰描金花纹。盘心随形
开光，内绘远山近水，水中一人泛舟，
岸边垂柳，楼台亭榭，篱笆、宝塔等图
案。内壁饰花卉锦纹。外壁装饰菊
花、梅花、兰花、竹等团花纹。盘底饰
有折枝菊花、牡丹等花卉。

这些清代黑漆描金器不仅绘画
有较强的装饰和表现效果，而且其精
湛的技艺水平和不朽的艺术价值，亦
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
力与卓越才能。（据《收藏快报》）

富丽堂皇的清代黑漆描金器

清黑漆描金菊
瓣盘

清黑漆描金山水窝角方套盒

清
黑
漆
描
金
万
蝠
冠
架

清黑漆描金山水纹方胜盘（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