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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历史长卷，尽情阅览来自古代
的颜色讯息，在五彩斑斓的色彩世界里，
我们可以探索到关于历史、文化、民族的
丰富内涵。

在唐以前，多用矿物质颜料，随着纺
织技术的发展，植物质染料不断凸显其作
用，也逐步被利用到绘画中。

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取材自然
的染料价格高昂，高彩度的色彩除了彰显
审美，同时也是财富与权势的象征，就如
同金碧山水只能出于权贵之家，而寻常画
家几不可得。在古代历朝都将色彩使用
纳入礼制，正如在明清时期，“明黄色”只
能用于皇家一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
以，在古代，寻常百姓并不能真正拥有五
彩斑斓的色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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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选择一个颜色来代表中国，当之无愧的
就是那一抹中国红了。周朝时，男子就以穿大
红衣裳为贵。到如今，但凡中国人家有喜事，无
一例外，都需要装点得红彤彤、喜气洋洋。

在年节里，贴的春联、年画，无不写在红
纸上。喜事所用的红，是大红色，古称“绛”。
而红色系里，除了大红，还有桃红、朱红、绯
红、珊瑚红等。说到红，不得不提女孩们所爱
的胭脂。

《中华古今注》记载：“燕脂起自纣，以红
蓝花汁凝作之。调脂饰女面，产于燕地，故曰
燕脂。”古代的胭脂，制作材料既有矿物质的朱
砂，也有植物质的红花、紫铆、山榴花等。它们
提炼出来的色素搭配油脂制成胭脂。这女儿
家的涂脂抹粉之物，一度也被抗击匈奴的历史
记叙着：“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
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齐白石在他的自书润例（卖画价格表）中
曾写道：“红色少用两千，多用四千。”可见，画
家的红是双倍的价格。齐白石所用的红是“西
洋红”，是一种进口颜料，是从仙人掌上的胭脂
虫中提取而来，价值不菲。齐白石评价它，“色
夺胭脂”。他画中的桃子上的那抹经典红，成
了一个画家的标志。

红 代表中国的古典色

在文人眼里，黑才是最具有
丰富层次的色彩，黑色的代表是书
画中的墨色。画笔纵横，笔下的墨
或浓、或淡、或干、或枯，可生出无
穷变幻，大千世界唯墨色可拟。

墨有两种，松烟墨和油烟墨，
松烟墨色清且透，油烟墨浓且亮。
古代制墨，原料是炭粉，兑上动植
物胶，加入丁香、肉豆蔻、麝香等香
料进行防腐和融合，加工而成。因
为取材自然，古代的墨是可食用
的。不拘小节的画家黄宾虹，听说
每逢作画时，总是用嘴开笔濡墨，
弄得满嘴乌黑，实在可爱。

文人画的世界是被水墨给统
治的。唐以后，文人画开始逐渐占
据画坛的主流，山水画从之前金碧

辉煌的青绿世界逐步褪去了斑斓
的五彩，剩下淡淡的水墨——或浅
绛，或非常节制的小青绿。多数
人可能都产生过疑问：文人画为
什么总是“惜色如金”？答案有
三：一是，文人并非职业画匠，时
间有限，并不能胜任颜料的研制
和调配工作；二是，受儒释道观念
的影响，文人追求“虚静”“空灵”

“韵味无穷”的审美表达，水墨是
更纯粹的绘画载体，在纯净的墨
色和留白中能引发更无限的诗情
和想象；三是，文人画观念逐步脱
离了“随类赋彩”的桎梏，在“象外
求意”，以笔墨之美替代形象之
美，以达到文人画的抒发性灵，表
达笔墨的特点。

黑 墨色可拟大千世界

古代的蓝色，多称为“青”，所
以有了“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由来。
古代蓝色的颜料有的来源于植物，
也有的来源于矿物。染蓝的植物有
很多，多数古名都带了“蓝”字，蓼
蓝、山蓝、木蓝等，汉以后，因染料易
得，且耐脏耐造，青布衣多为卑贱者
常服。《阅世编》记，崇祯末年，“帝命
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
袷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
鞋、戴皂布巾，作民人装束以避难。”
这个记载非常明确地记录了百姓日
常所穿皆是素布蓝衣。

青色是个既贫且贵的颜色，既
是平头老百姓的蓝布衣，又是皇家气
象的“只此青绿”。在北宋王希孟绘
制的《千里江山图》中的那抹青色，是
皇帝宋徽宗眼里的江山盛景。那抹
青色取材于青金石，是贵重矿物质颜
料，于当时，非富贵之家不可得。

青 既贫且贵的颜色

古人对颜色的命名，饱含了
他们对自然界的认知记忆，绿色的
命名里就有“葱绿”“豆青”“竹叶
青”“梅子青”“瓜皮绿”“湖水绿”

“蟹壳青”……读着这些名字，一个
个鲜活的属于植物的、动物的形象
颜色活泼泼地跃入脑海，这是农耕
文明特有的对颜色的浪漫。

宋代龙泉窑烧制的瓷器中有一
个名贵的釉色：梅子青釉。它是梅子
成熟时的颜色，青青翠翠，特别适合夏
天。许之衡所著的《饮流斋说瓷》记
载：“豆青、豆绿，此二色宋哥、弟窑为
最盛。哥窑多作豆绿，弟窑多作豆青，
皆滋润莹泽，至为可爱……明以前之
豆青，微近黄色，至清则纯近绿色。”

绿农耕文明特有的浪漫颜色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黄色
在炎黄子孙的眼里是一种尊贵的
颜色，这来源于农耕文明对土地的
崇拜。所以，在古代，黄色象征着
权利、富贵和光明，在明清两代是
皇族的专属颜色。

在古代礼制性建筑中，饱满
厚重的朱红色墙与莹亮精致的黄
色琉璃瓦精彩的大撞色，彰显出

建筑的恢宏大气。这种搭配始于
宋朝，至明、清两代，便出现了只
有皇帝之宫室、陵墓建筑及奉旨
兴建的寺庙才准许使用黄色琉璃
瓦，其他建筑一律不得擅用的明
文规定。

在《大清会典》中规定，杏黄
色为皇太子常服，明黄色则为皇帝
朝服用色。

黄 源于对土地的崇拜

“满朝文武皆朱紫。”在唐朝，
官员的服制以朱紫为贵，紫更甚于
朱。故将“衣紫着朱者”为高官的
代称。紫色之所以被推崇，以其染
色工艺复杂难得，而物以稀为贵。
《韩非子》中就有五车素色的衣服
换不来一车紫色布匹的记载。而
在道教文化里，也以紫为尊，常以

“紫气东来”为祥瑞异象，且道教圣
人也以“紫阳”为道号。但孔子却

在《论语·乡党》道，“君子不以绀
緅饰”。绀即紫色。为何孔圣人反
对用紫色装饰衣物呢？正是因为
紫色太贵，用来装饰易脏污磨损的
衣边，不值当。这不是什么大道
理，只是为师者，从生活角度发出
质朴的劝导。古代的颜色观包含
了来自自然配色的智慧，是用之不
竭的色彩宝库。

（据《海南日报》）

紫 染色工艺复杂 物以稀为贵

齐白石《延年益寿图》。

清二龙戏珠影壁。

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南宋梅子青釉梅瓶。

新石器时代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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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青玉秋山图玉带环（图 1），长 9
厘米、宽 4.8厘米、厚 1.6厘米。青玉质
地。玉带环呈扁长方梯形，上部为弧形，
下部为一长方形环孔，用于穿插腰带。
器物以镂雕为主，辅以浮雕、阴刻线雕等
工艺手法，图案纹饰为柞树林中，一只体
型健硕的鹿正缓慢走着，头部略微偏转，
似在借着柞树繁茂的枝叶掩蔽自己的行
踪，以逃避猎人的追逐狩猎。此器玉质
细腻温润，局部泛白，器型完整，雕琢工
艺精湛，图案生动逼真。玉匠对柞树叶
的设计有些夸张，有借茂密硕大的枝叶
遮蔽鹿的身形的意图，叶片宽大圆润，叶
脉以较粗的短阴线雕刻，树叶边缘的纹
饰自然贴切。对鹿的刻画尤其逼真，细
长的腿，硕长的脖颈，凸起的肌肉，丰腴
的臀，那弯曲抬起的左前腿着势欲跑的
动作造型，令人联想到不远处正在逼近
的危险，使整个图案纹饰显得生动传神、
栩栩如生，体现了玉匠独特的创造力和
细致的观察力。“秋山玉”多山林题材，以

柞树群鹿最为常见，充满山林野趣和北
国情调，其种类和造型以带饰为主，包括
带板、带环、带穿、铊尾、绦钩，以及配饰、
帽顶、玉臂鞲等，另有摆件、山子、花卉、
动物等，这件玉带环就是一种富有特色
的玉带饰。

元白玉秋山图炉顶（图2），高4厘
米，玉质白色，局部呈褐黄色。器物为
立体椭圆形，顶部略细，树叶繁茂。通
体以立体圆雕、镂雕、透雕等工艺雕刻

而成，只见在一片柞树林间，四只鹿悠
闲自在地活动着，有的昂首挺立，有的
漫步林中，有的奔跑追逐；有的侧目而
视，有的回头顾盼，目光中透着一股机
警，好像在观察远处动静，憨态可掬，
惟妙惟肖。为营造秋天的真实景象，
玉匠通过“俏色”的装饰手法，巧妙地
利用黄色的玉皮，将柞树的局部巧做
成褐黄色，显得自然生动，使作品更契
合秋天的主题。花边椭圆形平底，四

角有四个穿孔，可与炉盖穿缀，起到加
固作用。玉炉顶是香炉盖上镶嵌的一
种纽状的玉雕器，缀在铜炉、玉炉等香
炉炉盖上，主要起到装饰效果。炉顶
多雕刻山石、树木、花鸟以及蟠伏的龙
身式样，其中春山、秋水一类题材的炉
顶，多为辽金元时期的作品，其雕刻内
容为北方民族的生活写照，渗透着浓
郁的生活气息。元代在爱玉风尚、琢
玉技艺等方面深受辽金影响，“春水
玉”和“秋山玉”进一步世俗化，“秋山
玉”逐渐衍化为充满吉祥意蕴的福禄
题材玉器，其影响一直波及到明清时
期的玉器装饰。明人高濂在《遵生八
笺·燕闲清赏笺》中曾提到炉顶等玉器
制作之精良：“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
如笛、管、凤钗……炉顶……种种玩
物，碾法如刻，细如发丝，无毫末逾矩，
极尽工致。”这件玉炉顶小巧别致，雕
刻工艺精细入微，体现了元代玉器的
制作水平。 （据《收藏快报》）

（图1） （图2）

青釉刻花三足瓷樽，东汉，高 23厘米，口径 17.7厘米，
足距 1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东汉青釉刻花三足瓷樽出土于广州东
郊红花岗。樽是一种温酒用具，流行于汉晋时期，主要为
铅绿釉或黄釉陶器，博山形盖较常见。其中，隋至南宋有
较精致的白瓷或青瓷制品。

此青釉刻花三足瓷樽口内敛，圆桶形器身，直壁、
平底，樽下承以人形三足，有圆盖，盖顶中央置一系，周
围 3 纽。盖面刻水波和花叶纹，器身两侧塑贴铺首并刻
花草纹。 （据《人民政协报》）

东汉青釉刻花三足瓷樽

《麋鹿》邮票画面设计淡雅清秀，兼有稳重之感，麋鹿
采用其本色即淡褐色，极好地衬托出主图。其中第 1枚麋
鹿邮票图案描绘了一只雄性麋鹿头部的特写形象。画面
中麋鹿的角呈多回二杈分歧，英姿勃勃，十分潇洒；褐黄色
的皮肤那样结实、健美，伸手可触；胡须根根清晰，侧耳鼻
息声声可闻；那眼神，显得生活阅历丰富，老练成熟。整个
画面采用白色底衬，形象逼真，质感很强，生动、真实地描
绘出雄性麋鹿头部的雄姿。第 2枚麋鹿邮票图案描绘了麋
鹿的群居生活场景，画面通过雄、雌、幼鹿的各种形象展示
麋鹿的风姿。其中幼鹿体毛呈橘红色，并缀有白色斑点，
显得十分活泼可爱；那只雄鹿俨然以“户主”的身份当先，
昂起头角，四蹄稳扎，摆出一副随时都能应付突然袭击，保
护母幼鹿安全的架势；雌鹿和幼鹿一样也都停步侧首，高
竖双耳，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前方，准确地再现了麋鹿群体
以雄鹿为中心的特征，自然贴切，更加表现出麋鹿的灵气。

麋鹿被列为中国一类保护动物，起源于长江、黄河中游，
距今已有近 300万年的历史，是中国特有的世界濒危珍稀动
物。其角似鹿角、脸似马脸、蹄似牛蹄、尾似驴尾，俗称“四不
像”。麋鹿历史上多经磨难，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南苑
皇家猎苑的麋鹿种群遭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
三批麋鹿由英国回到它们祖先栖息的地方——北京南海子
和江苏盐城两地落户，开始了新的生活。 （据《联谊报》）

方寸之中赏麋鹿

邮电部于 1988 年 12 月 20 日发行的《麋鹿》
特种邮票。

该屏风长 261厘米，以紫檀木为边框，共 5扇。屏心以
明黄色丝线为地，运用蓝色、绿色和红色等丝线缂织双面
山水楼阁图，画面布局庄重规整，设色浓淡适宜。

据介绍，该屏风为清乾隆年间所制。屏风的眉板、
中腰、裙板以缂织装饰缠枝牡丹纹、菊花纹、八宝纹及
蝙蝠、石磬、双鱼等吉祥图案，寓意“富贵吉祥”及“福庆
有余”。 （据《侨乡科技报》）

清代紫檀屏风

此画绘提梁竹篮内装满
了青色的柿子，生活气息浓
厚，充满盎然生机。

据介绍，柿子是齐白石常
画的题材之一。他借画寓意，
借物送福，以“柿”谐音“事”，
以“篮”谐音“然”，寓意事事太
平、吉祥如意。

（据《侨乡科技报》）

齐白石画作寓意“事事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