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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化收藏文化

藏海拾贝藏海拾贝

收藏心得收藏心得

藏品鉴赏藏品鉴赏

馆藏文物馆藏文物

收藏并不是一个让人陌生的
词语，收藏行业也不是一种新兴的
行业，收藏其实早已有之，只是近
些年来，收藏行业越来越被人们认
可、青睐，从事收藏的人也日益增
多，收藏正日益变得司空见惯，甚
至夸张一点说，收藏已经走进千家
万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且
关系日益密切。

出现收藏热不是什么坏事，收
藏队伍在不断扩大。收藏因为起点
低，要求低，趣味性强，所以被不计
其数的人所追求，所喜爱。正因如
此，收藏的队伍必定良莠不齐，优
劣并存。在收藏的道路上，是一步
一个脚印，不断进步、向上，慢慢变
得成熟、理性，逐渐走向成功，还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曝十寒，在
收藏的征程中越走越远，最终无奈
放弃收藏，全在于你自己的把握与
努力。

每个成功的收藏者或者在某
个收藏领域有所建树的佼佼者乃
至收藏家，都能说出许多不同的成
功经验，而且许多时候，因为基础
不同，兴致不一样，文化程度上的
差异，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往往不
同。但失败者的收藏却往往大同小
异，有不少相同的原因。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便是许多收藏者不善
于学习，或者说不喜欢学习收藏知

识，只是一味地去收藏，结果，因为
起点低，没有经过专门系统的学
习，收藏知识匮乏，收藏基础薄弱，
收藏不够专注，不够专一，不够用
心。以至于，收藏品的数量虽然越
来越多，但收藏的质量却没有得到
根本提高，投资的金额日益增大，
得到的回报却没有多少，甚至是血
本无归，付出了许多的精力、金钱
和时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收藏到的
藏 品 基 本 上 都 是 赝 品 或 者 高 仿
品。要知道，收藏有风险，投资须
谨慎。有人说，吃亏是福。这句话
在收藏上同样适用，但是如果一
直都是吃亏，我想谁都会不高兴。

所以说，作为一个收藏者，
不断增加自己的收藏知识非常
重要，尤其是对一些刚刚加入
收藏业的新人而言，更是如此。
一个收藏者，只有通过不懈努
力 ，不 断 增 加 自 己 的 收 藏 知
识，才有可能让自己在收藏
上早日成熟起来，增加收藏
的底蕴，提高自己的收藏水
平，提升自己的收藏鉴别
能力，不一味求多，使自
己少走一些弯路，最终
成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收
藏 者 ，最 终 抵 达 成
功的彼岸。

多学习收藏知识多学习收藏知识
⊙毛周林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
的以少数民族身份建立全国性政权
的王朝之一。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
积极向中原文化靠拢，对流传下来
的经史子集进行学习，其汉化程度
在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是最高
的，另一方面，他们也铆足劲想要超
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历史上的
佼佼者，这种努力和激情也表现在
他们对瓷器的态度上。

清代瓷器，一方面模仿前朝，无
论钧瓷汝瓷龙泉瓷，还是青瓷白瓷
青花瓷，都进行不同程度的仿制，几
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另一方面，
推陈出新，求新求变，无论从釉料还
是技法，无论从器型还是纹饰，都进
行深层次、大规模的创新。色彩创新
的有粉彩瓷、珐琅彩瓷等，器型方面
创新的有像冬瓜瓶、太白尊、萝卜瓶
等。还有一类属于猎奇的瓷器，像惟
妙惟肖和真实物件一般无二的仿生
瓷；给瓷器“系”上围巾的包袱瓶等，
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收藏的这只清
代粉彩瓶，显然也属于这类瓷器。

这只粉彩瓶很奇特，在瓷瓶的
外面，还放置着一本书。书是打开
的，刚好“裹”住瓷器，看上去就像是
给瓷瓶“穿”了一件外套。从上面的
文字看，书名为《今古奇观》，已经翻
到“第六回”，为《李谪仙醉草吓蛮
书》。《今古奇观》是由明代抱瓮老人
编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选取的小
说大多来自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
初的“二拍”。这篇《李谪仙醉草吓蛮
书》便选自冯梦龙的《警世恒言》，讲
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传奇故事，

李白才华横溢却又个性十足，蔑视
权贵却又关心百姓，这在小说中均
有展现。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令人击节赞叹，拍案叫绝。看来，这
只粉彩瓶的制作者不仅是《今古奇
观》的粉丝，更是诗仙李白的粉丝，
因此才煞费苦心地将《今古奇观》这
部书和《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这篇小
说制作在瓷器上，让其千古流传。

不过，瓷器上所写文字，并非对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原封不动地进
行照搬，而是选取了小说中李白替
玄宗皇帝写给番邦的手谕，“大唐
开元皇帝，诏渝渤海可毒，向昔石
卵不敌。蛇龙不斗。本翰应运开天，
抚有四海，将勇卒精，甲坚兵锐。颔
利背盟而被擒，弄赞铸鹅而纳誓；
新 罗 奏 织 锦 之 颂 ，天 竺 致能言之
鸟，波斯献捕鼠之蛇，拂蒜进曳马之
狗；白鹦鹉来自坷陵，夜光珠贡于林
邑；骨利于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
醉之献……”当然，这也是小说最
精彩的部分，词句绝佳，文采斐然，
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令人以为真
是出自李白之手，其实只是冯梦龙
编撰的。

这只粉彩瓶制作精良，纹饰优
美，除了“包裹”《今古传奇》外，瓶身
绘制宝相花纹、缠枝纹、吉祥结纹、
寿字纹，华丽无比。不仅如此，瓶口
和书边还进行描金，由此可见制作
者的用心。瓶底有圆环状突起，在环
内有方形底款，为篆书“大清乾隆年
制”，看来正是清瓷的鼎盛时代——
乾隆年间制作的，因此才有如此精
细的做工和如此别致的造型。

漆砂砚为砚中别品，以轻细金刚砂，调和适度的色漆后，髹涂
于木胎上制成，具有轻便和美观实用的特色。

漆砂砚历史悠久，在西汉时，扬州已有生产。1985年 2月，邗江
县甘泉乡姚庄出土一件汉代漆砂砚，纹饰极为精美，表面满髹黑
漆。除砚面外，均以褐色漆彩绘纤细云气纹，砚外侧用银箔饰虎、
豹、鹿、牛、羊、龙、孔雀和高髻羽人等图案，构成十分生动的画面，
刻画精细入微。由于制作工艺复杂，造价甚高，宋代以后，漆砂工艺
失传。清初，卢映之曾于南门外得一砚，为宋宣和内府所造，形质类
澄泥而绝轻，入水不沉，后知其为漆砂所成，遂授工仿造，广为流
传，一时业此者甚众。至道光时，扬州已成为全国紫砂漆制作中心。
顾广圻《思适斋集》中说：“若此漆砂有发墨之乐，无杀笔之苦，可与
端砚比美。”

清末，卢家后人卢葵生继承了此漆砂技法，并将其发扬光大。
《桥西杂记》载：“漆砂砚以扬州卢葵生家所制为最精……凡文玩诸
事，无不以漆砂为之。制造既良，雕刻山水花鸟之文，悉臻妍巧。”

《萝窗小牍》：“卢栋，扬州人，善髹漆，顾二娘之砚匣，多其手制，其
用朱漆者尤精。上刻折枝花卉或鸟兽虫鱼，皆非寻常画工所及。合
作者始刻名款，否则止用葵生小印而已。”卢栋即卢葵生之名。

图中这件嵌宝梅花纹漆砂砚便是出自卢葵生之手。砚作圆形，
直径 20 厘米，砚面开斜通式砚堂，墨池低洼顺势而就，表面可见金
星点点，是漆中掺有金刚砂所致，质类澄泥，体轻入水不沉。砚缘隶
书铭：“一石能千古，烟云落兼惊此心同不朽亏水鉴前身左图兼右
史宝之重连城”。并镌刻“石泉”长方印。“石泉”者即为吴隐之字。原
配朱漆砚盒，作天覆地式，通体遍洒细碎螺钿作地，盖面百宝嵌饰，
以虬角作枝干，螺钿为花，嵌饰梅花疏影横斜，极为清新。选材考
究，独具匠心。盒底部朱漆“卢葵生制”篆书印章款。

吴隐（1867-1922），字石潜、石灊、石泉，号潜泉、灊泉，杭州人。
工篆、隶，极古朴，善镌碑版，画山水秀润而有新意。篆刻宗汉法，又
参清代乾、嘉后诸家。光绪三十年，与丁仁、王禔、叶铭在杭州孤山
创设西泠印社，又自设分社于上海。善制印泥，为上海印泥厂的生
产技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砚身所书铭文印章来看，此砚为吴隐旧藏，卢葵生所制的真
品无疑。卢葵生制漆砂砚历来受到鉴赏家高度赞誉，作为清道光时
期的文房小品，保存至今依然品相良好，木质砚盒，却无磕碰之处，
殊为不易。此砚坚而不顽，细而不滑，入水不沉，坠地不损，以梅花
为饰，寓清雅高洁之意，深受文人雅士所钟爱，可谓是精巧雅致的
案头漆玩之极品佳作。

嵌宝梅花漆砂砚
⊙程磊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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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贴花花。”
小时候，一到农历腊月
廿八，父亲就揭去墙上
蒙 了 一 年 灰 尘 的 旧 年
画，将红红火火的新年
画贴上墙，简陋的屋子
顿时焕然一新，年的味
道亦从飘散着油墨香的
年画里漫溢出来。

年画作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形
式，始于古代的门神画。主要用于新
年时张贴，有装饰环境，祝福新年吉
祥喜庆之意，故称年画。年画起源于
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它
的名称在宋代曾被称为“纸画”，明
代则称为“画贴”，清代称作“画片”

“画张”“卫画”等，直到清道光 29 年
（1849 年），李光庭在《乡言解颐》
“新年十事”一节中所书：“扫舍之
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从此以
后，年画一词便正式确定下来。

年画的制作方法有人工绘制、
木印、水印套色、石印、胶印等。大部
分是以吉祥、喜庆、欢乐、美好的事
物作为主题。主要可分为七类，即门
神类、吉庆类、娃娃美人类、风情类、
戏剧类、符像类、杂画类。不但有单
张的，也有几张连起来的。我曾在一
个亲戚家看到一组《同乐新年》的年
画，一共有 8 幅，分别是风调雨顺、
辞灶王、国泰民安、年夜饭、敬祖先、
花炮鸣天、兄友弟恭、夫妇拜年。它
们色彩艳丽，构图饱满，像连环画一

样生动地展现了过年的过程，营造
出浓郁的过年氛围，让人难以忘怀。

我不但喜欢看年画，还喜欢收
藏年画。每到年底，家里揭下来的旧
年画，我都舍不得丢掉，而是小心翼

翼地收藏起来。最开始，我收藏的都
是非常普通的年画，价格也很便宜。
参加工作后，我利用出差的机会，买
了一些在国内比较有名的年画，如
河南朱仙镇年画、山东潍坊年画、苏

州桃花坞年画等等，渐
渐的，我收藏的年画有
五百多幅了。

在我的年画中，我
最喜欢的一幅是由步
万方作的《采莲图》，长
77 厘米，宽 53 厘米，由
天 津 杨 柳 青 画 店 于

1978 年 9月出版印刷，售价 0.11元。
画面中，荷花送香、荷叶田田、青蛙
欢跳的荷塘里，四个脸庞红润、身体
壮实的儿童，正兴趣盎然地在荷塘
里采摘莲蓬。他们中的三人分坐在
两个红木盆里，盆里装满了莲蓬，还
有一人站在水里，她刚摘了一大把
莲蓬，正抬脚往盆边走来。两只蜻蜓
在荷塘上空翩翩飞舞，孩子们快乐
地说笑着。这幅年画，构思巧妙，线
条流畅，设色工整清丽，画境活泼轻
快，且“莲”与连同音，儿童喜庆，莲
蓬多子，莲花、莲蓬和儿童组合在一
起，有连生贵子的寓意，寄托着后代
子孙兴旺的理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画已渐渐
从墙上走了下来，不再是家家过年
必贴的物品了。它成了我心灵深处
的美好记忆。如今，每到过年，我都
会把收藏的年画拿出来展示一番，
给孩子们讲讲年画的故事和历史，
让他们领略老时光的味道，并在一
幅幅年画的画面变迁中，感受祖国
的巨大变化，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

年画中的老时光
⊙胡 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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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卢葵生制嵌宝梅花漆砂砚

清代卢葵生制嵌宝梅花漆砂砚底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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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召 开 在
即，届时，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运动
员将在七大项运动上争金夺银，
我国人民也将与世界人民一起，
共 同 见 证 这 场 冰 雪 上 的 运 动 盛
宴。而冰球，这项被称作“冰上曲
棍球”的球类运动，如今也被列入
冬奥会项目，成为各国运动员争
夺的对象。

无论冰球还是曲棍球，都起
源于国外，像曲棍球起源于四千
多年前的古波斯，现代曲棍球起
源于英国，冰球则起源于加拿大，
看似和我国关系都不大。然而，
2006 年，考古人员在河南省郑州
市上街区一座唐代古墓中发现的
一对塔型罐则颠覆了这一认知，
罐身绘制童子打球图，童子手中
拿着的球棍，和现今曲棍球、冰球
的球棍极其相似。

这对塔型罐现藏于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是唐代青花瓷。它
们的出现，成为唐青花确切出现
的证据，使我国青花瓷的历史从
元代提前到唐朝，足足向前推进
了五百余年，就连宋代五大名窑
的瓷器也黯然失色，以至于被我
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
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赞誉为“中
国百件国宝中的前几名”。

什么样的瓷器当得了这样的
赞誉？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对青花
罐。它们造型相似，有盖，盖呈覆
碗状，盖纽呈宝塔状，罐体敞口，
圆唇，直颈，圆肩，鼓腹，圈足，罐
下有碗形托座，托座圈足呈高台
状，通体高 44.2 厘米，腹径 18.9 厘
米。胎体乳白色，胎质细腻，周身
施以白釉，釉层均匀，光泽度高。
在盖纽顶，绘制甲字纹，纽周边绘

制对称草叶纹，罐肩绘制蔓草纹，
腹部绘制束花纹、牡丹纹、草叶
纹，纹饰多样，奇花异草相聚，祥
瑞气息扑面而来，尤其娴熟的青
花釉下彩工艺的使用，令人对当
时的制瓷技术叹为观止。

当然，最令人瞩目的，还是腹
部以青花绘制的童子打球图，只
见童子手持弯钩状长棍，在棍下，
有一个圆球在飞舞，就像童子打
球时的影像定格，画面感强烈。在
当时，童子正在进行的运动并不
叫曲棍球，而叫步打球。步打球，
也称“步打”或者“步击”，和唐代
流行的另一种运动——打马球相
似，只是不骑在马上，而是在平地
上进行击打。比赛时分成两队，队
员们相互配合，以弯曲的木棍击
球，球入门框得分，分高者胜出。
这和现代的曲棍球、冰球运动极
其相似，说它是古代的曲棍球、冰
球也不为过。

在唐代，步打球的火热程度
不亚于今天的曲棍球和冰球。唐
代著名诗人王建作有《宫词》诗，
其中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
宫人步打球。一般走来争跪拜，上
棚先谢得头筹。”唐代诗人蔡孚

《打球篇》诗的序言中说：“打球
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
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可见这
项运动源远流长。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无论亚洲还是欧洲，无论中国还
是英、加，各国人民喜爱运动的心
情是相通的，因此，我国古代有类
似曲棍球、冰球的运动项目也不
足为奇。在此，祝愿我国健儿在本
届冬奥会上竞出高水平，赛出好
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