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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
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庄严的五星红旗在
世界的东方高高飘扬。

第一枚展现五星红旗图案的邮票，是 1949年 11月 1
日由东北解放区旅大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以北京的前门为背景，左侧半圆
形立体齿轮上鲜明印有“1949”的时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纪念”红色隶书票名，右侧是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和一颗黄色的五角星且光芒四射，五角星内绘有毛泽东
主席挥动左臂的形象，国旗下勾画岀长城、工厂、机器和群
众游行队伍。左上角印有阿拉伯数字“35”，左下角、右下
角分别印有“旅大邮电管理局”“叁拾伍圆”（当时的解放区
币面值）蓝色楷书字样。

该套邮票共1枚，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第一套纪念国
庆的邮票，主题鲜明，画面热烈、醒目，色彩鲜艳，展现了全国
各族人民纵情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场景。（据《学习时报》）

首枚展现五星红旗的邮票

孝端皇后凤冠，明代，纯金、珍珠、宝石，通高 48.5厘
米，冠高 27厘米，直径 23.7厘米，重 2320克。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
冠内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冠前是 9条纯金
打造的龙饰，口衔宝石珠滴，珠滴下有 8只口衔宝石珠滴
点翠金凤，冠后是一只纯金凤，冠前、后共九龙九凤。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凤冠出土于定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
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及其皇后孝端、孝靖的合葬墓。1956年5
月至1958年7月，国家对定陵进行考古发掘，这是迄今唯一一
座经过发掘的明代帝王陵。定陵出土了4顶凤冠：六龙三凤
冠、九龙九凤冠是孝端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是
孝靖皇后的。 （据《内蒙古日报》）

此瓷枕长约 16厘米，两侧镂雕铜钱纹饰，正面以粉彩
装饰宝剑、葫芦、阴阳板、花篮、渔鼓、扇子、笛子、荷花等暗
八仙纹饰及如意纹，并在 4个开光内分别书写“吉”“祥”

“如”“意”。
瓷枕是用瓷烧制的枕头，为古人睡眠用的寝具。此

瓷枕造型精致美观，独具匠心，画工细腻，用料讲究。
（据《侨乡科技报》）

清代粉彩瓷枕

九龙九凤冠 极尽奢华

此镇纸长 8.5厘米，以玉石留皮巧雕为荷叶及两只鸳
鸯，通过谐音寓意夫妻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镇纸是放置在书桌案头的文房用品，古人书写条幅
或作画时，将其用来压纸，它不仅具有实用性，也具有装
饰性。 （据《侨乡科技报》）

明代玉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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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时之一，虽炎热难耐，
酷暑难熬，但也是万物生长不可
或缺的一季。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少了夏，对于植物结果、生
命孕育来说都是致命伤害。其
实，如果细细品味，夏季自有其
独特之美，自有其独特之乐。今
天就以四件古玩为例，聊一聊蕴
含其中的夏之乐。

蝉叫。“蝉噪林逾静，鸟鸣
山更幽。”蝉叫几乎可以称得上
是夏天的标配，一听见蝉吱吱的
叫声，便知道夏天已经来临，并
且，越是炎热，知了叫得越欢。
藏友收藏的清代蝉形盖盒，看着
它，就想起“垂緌饮清露，流响出
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
风”的蝉。这只蝉形盖盒长 9.5

厘米，宽5.3厘米，高2.5厘米，通
体采用铜鎏金工艺，浑身镶嵌和
田玉、绿松石、翡翠、红宝石等玉
石，看上去金贵厚重，因此显得
超群不凡。不仅如此，蝉的造型
生动、身体修长、比例完美、构思
精巧、做工考究，令人不得不感
叹古人的奇思妙想、高超技艺以
及深厚功力。

荷香。“矮窗西畔翠荷香，人在小池
塘。何事未拈棋局，却来闲倚胡床。”荷
花是夏天的标志性花卉，“香远益清，亭
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荷花
将夏天点缀得美丽多姿而又香气扑
鼻。和田玉水洗便是以荷为题材，它看
上去像是一只向内翻卷的荷叶，荷叶旁

有一只莲蓬，荷叶上浮雕缠枝纹，就像
置身于荷塘旁边，眼前是翠绿的荷叶、
洁净的荷花和青翠的莲蓬，荷花的清香
似乎便扑面而来。这只水洗长 18.7 厘
米，宽 10.5厘米，高 4.3厘米，器型工整、
玉质细腻、布局巧妙、精雕细琢，令人过
目难忘。

瓜 鲜 。“ 多 处 淮 乡 得 ，天 然 碧 玉
团。破来肌体莹，嚼处齿牙寒。”如果
夏天有味道，那一定是西瓜软糯糯、甜
丝丝的味道，个头大、味甘美的西瓜不
仅能够消渴解暑，还能润肺生津，称得
上是夏天最美味的水果。清代景泰蓝
西瓜摆件，为紫铜所制，通体采用掐丝
工艺，直径 21.5 厘米，高 28.7 厘米，形
象逼真，造型传神，栩栩如生，看上去
就像是一只真正的西瓜。

蛙鸣。“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每逢夏夜，繁星
满天、凉风习习；月光如水、树影
斑驳；蛙声一片，此起彼伏。这
样的夏夜，是身居城市的人所难
以想象的，真是让人魂牵梦萦。
清代青蛙摆件为精铜所制，长

4.5 厘米，宽 4.3 厘米，高 3.7 厘
米，只见这只青蛙前腿趴，后腿
蹬，肚子圆圆，眼睛鼓起，好像随
时便能一跃而起，吃掉在水草间
飞来飞去的蚊虫，又好像随时能
够跳入水中，在温热的池塘水中
快乐地嬉戏。

蝉叫、蛙鸣、荷香、瓜鲜，看着这些
摆件，就想起小时候，像这样炎热的夏
天，坐在池塘边的绿树浓荫下，手拿蒲
扇，耳边是蝉叫蛙鸣，轻嗅着荷花的清
香，听奶奶讲着古老的故事，眼前摆放
着半个冰西瓜。那样的时光，简直美妙
如童话，快乐似神仙。只可惜，这样的
时光已经回不去了。（据《西安晚报》）

青蛙铜摆件。

荷塘和田玉水洗。

▶景泰蓝西瓜摆件。

百宝嵌铜鎏金
蝉形盖盒。

宋代“第一茶器”建盏：
在丰富的茶文化中，宋代斗茶、点茶可谓

独具韵味，源于它与福建地区的陶瓷名器建盏
完美融合，从而赋予饮茶更生动的艺术情趣。
建盏也因此被誉为宋代“第一茶器”。那么，建
盏为什么受到青睐，它又有哪些艺术特点呢？

图为现代仿制宋代建阳窑兔毫盏。

建盏，出自福建省建阳建窑，加之其器型构
造多为口大底小，形如“盏”，故得名。建盏厚重
质朴、理性儒雅、端庄大气的风格，符合当时的社
会文化和风情，备受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建盏成为宋代茶艺活动的首选器物，得益于宋
徽宗。一日，在书房作画的宋徽宗，随手端起桌上的
茶碗，喝时察觉茶盏是黑色的，与往日的茶碗不同。
他仔细端详黑盏，见其隐隐透出一种脱俗、静谧、风
雅之美，如同绝世佳人所散发的优雅、端庄、高贵气
质。他为此惊喜、陶醉，当即写下《宣和宫词》：“螺钿
珠玑宝盒装，琉璃瓮里建芽香。兔毫连盏烹云液，能
解红颜入醉乡。”宋徽宗表达出对建盏的赞赏之情，
由此推动了社会各阶层对建盏的喜爱。

建盏器型包含茶盏、钵、瓶、罐、壶等，造型古
朴，手感扎实。以茶盏为例，根据器物口沿形态
可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口。敞口碗形如漏
斗，又谓之斗笠碗。撇口碗因其成品率低，故而
较为名贵——器型饱满，手感厚重，多为撇沿束
口，口沿下有 1厘米至 1.5厘米向内束成一圈的浅
显凹槽，作用为掌握茶汤分量、避免茶水外溢。
建盏因使用泥料中氧化铝含量较高，所以烧制温
度较高，烧成的胎体内部分布大量细小气孔，使
它具有较高的保温性和透气性。建盏胎体厚实、
敲之声音清亮悦耳，极具实用性。

建盏深得宋人喜爱，其独特釉色
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黑釉为主要
色釉，属于铁系结晶釉，原料取自建阳
水 吉 附 近 含 铁 量 较 高 的 釉 矿 。 在
1300℃高温烧制过程中，施于胎体的釉
面发生熔融现象，推动气泡产生并形成
铁单质结晶，从而产生特有的纹理变
化，形成油滴、兔毫、鹧鸪斑、曜变等独
具特色的效果。

兔毫盏因釉面闪现如兔毫般丝状
条纹而得名，按其颜色，又可分为金盏、
银盏和蓝盏。赵佶《大观茶论》赞：“盏
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苏轼《送
南屏谦师》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
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
瓮鹅儿酒。”宋代文人雅士对兔毫盏的
喜爱，正是点茶与釉色的完美结合，白
色的茶汤、黑色的釉色及若隐若现的兔
毫，强烈的视觉反差对比衬托得茶汤色
泽格外鲜明。

与灰黑色胎体、厚实坚硬的胎骨
相互辉映、融为一体，建盏深沉而丰富
的釉色效果，体现了宋人宁静致远的精
神内涵。

宋代是一个追求内在、崇尚自然的
时代，内敛、诗意、优雅是其文化特点，自
然含蓄、平淡简素的美学韵味是其时代
特色。

宋代文人墨客对于外界华而不实的
表象均持淡漠态度，故游山玩水、诗词歌
赋、绘画品茗等方式便成为他们探索内心
世界、进行精神修行的最好方式，茶文化
因此迎来快速发展并达到巅峰。点茶、分
茶及斗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建盏成为宋代“第一茶器”和“斗
茶神器”，与其具备的各个细节分不开：胎
体厚重，易于茶筅搅拌，且保温隔热性能
良好；青黑底色可衬托出乳白的茶汤，所
题诗句能清晰呈现，进而体现出便于观赏
的实际功用，大大提升了茶汤的视觉美
感，将茶艺的审美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默默地述说着的茶文化浪漫，传达
着绵绵不息的陶瓷情怀。建盏以其独特
的艺术表现形式，将千百年前的美学、雅
趣和意境带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引人
思考，给予慰藉，丰富精神世界，享受文
化大美。

（据《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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