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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玉仔料，原矿藏在“万山
之祖”的昆仑山深处，经历天地沧
桑的变迁、风霜雨雪的侵蚀，一些
玉石破山而出，裸露于天地之间，
后经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玉块崩落
到山涧中，滚动在河道里，从而，使
得有棱有角的山玉的磨圆度变好，
也洗涤掉原有的围岩与瑕疵，呈卵
石状，温润而泽，为最具生命力的美
玉品种。如此珍稀的自然遗产，在今
天却时常遭遇仿真处理技术的挑
战，令人难辨真假。在此就为您介绍
一些和田玉仔料原生皮色的特征。

全包裹、微透明

了解和田玉仔料的成因，就知
道和田玉仔料呈浑圆状，外表有厚
薄不一的皮壳，颜色常有枣红皮、秋
梨皮等。浑圆状的仔料，皮色必然是
全包裹的，巧雕、人工开门子和分割
成小块的除外。皮呈微透明、亮亮的
或叫“有油脂光泽”，手捂或手握
1～2 分钟，即见其“出汗”。

颜色自然

仔料在河床中经千万年冲刷磨
砺，自然受沁，它会在质地松软的地
方沁上色，在有裂子的地方深入肌
理。皮上的颜色应是由深变浅，裂隙

上的颜色则由浅至深。这种皮色是
很自然的，很喜人，抢眼而不碍眼，
并且，色泽随岁月增进愈显亲和力。

皮色有层次感，皮肉呈渐
变过渡状

由于仔料的皮色是在原砾石
表面慢慢形成的，是风化和水的解
析作用以及大、小气候循环制约等
因素共同制造的，是分阶段的，所以
颜色沁入玉内有层次感，皮和肉的
感觉是一致的，且呈渐变过渡状。

皮似有一层不同颜色的毛毡

这类仔料多为石皮仔料。由
于形成璞玉的特殊围岩条件以及
透闪石矿物的纤维交织结构，这
类仔料尽管已风化磨砺为浑圆
状，但是其表面会有无数细细密
密的“小砂眼”，呈毛毡状，在 10
倍放大镜下可以看出。

无皮色的仔料

无皮色的仔料多属于山流水
料，肉色即是皮色，皮色即是肉色，可
呈深浅不同的绿色。所以，也有人按
颜色对和田玉进行分类。不过无
论是白玉、黄玉或墨绿色玉，其
表面多少有层包浆或沁色。

和田玉仔料原和田玉仔料原生皮色的特征生皮色的特征
⊙阎泽川

今年适逢邓拓诞辰 110周年，中
国美术馆近日推出“斯文传古风——
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这批作品
上自宋元，下至晚清，其中有传为北宋
苏轼所作的《潇湘竹石图》。58年前，邓
拓将个人珍藏的145件（套）古代绘画
珍品无偿捐赠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
永久收藏。正如展览《前言》所说：“‘清
节迈多士，斯文传古风’。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懿德亮节，令人景仰。”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
健，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
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邓拓是
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新闻工作
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
家，著有《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
等。因其笃好书画，不仅操笔弄翰，在
工作之余还注重研究和收藏积累古
代书画。他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
题跋〉》一文中说：“苏东坡所作《潇湘
竹石图卷》，可谓古画中杰出作品之
一。……东坡作画，简直随手拈来，自
成一格。无论在纸上、绢上，随便用
墨、用笔，如同写字一般。细看此图所
画潇湘竹石，更加证明东坡画法具有
极大创造性。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
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
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
淡墨点染，气韵生动。”

据邓拓考证，此画创作时间当在
公元 11 世纪后半期。画卷上有历代
收藏家26人题跋，文字达3000余言，
卷末有题款“轼为莘老作”。邓拓说：

“五字题款语句简练、亲切，与东坡文
章风格一致；字体古朴、浑厚，一见而
知其为真迹无疑。”莘老即孙觉，江苏
高邮人，与苏轼年龄相当，又是同榜
进士，关系非常密切，曾担任过七个
州的知府，后来被列名于“元佑党
籍”。此画应是为孙觉所作。孙觉的女
婿、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有《题
东坡竹石》诗曰：“风枝雨叶瘦士竹，
龙蹲虎踞苍藓石，东坡老人翰林公，
醉时吐出胸中墨。”北宋书画名家米
芾在任湖南从事时，苏轼因“乌台诗
案”而被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没
有因苏轼政治落难而回避，而是专程
从长沙前往拜访，二人自然是一见如
故。米芾在《画史》中评价苏轼的画：

“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
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
树、一怪石见与。”米芾评价说：“子瞻
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
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邓拓在文中说：“题跋最晚之时
间截止于明代嘉靖辛酉，即公元
1561年。自此以后，一直秘藏于金陵
李家，不肯示人，故无人得知，而为明
清以来著录家所未见。”李家视为珍
宝，代代相传。后来不知何故，《潇湘
竹石图》与苏轼的另一幅《枯木怪石

图》皆为方雨楼所藏。方雨楼为民国
时期著名古董商，对书画鉴赏、金石、
碑版、古钱币均有研究，徐悲鸿曾聘
请他到艺专授课。曾做过吴佩孚秘书
长的白坚夫从方雨楼的古玩店买下
了苏轼的两幅画作，《枯木怪石图》被
其日本夫人在卢沟桥事变前带回日
本，这幅一直为白所收藏。1961年生
活困难时期，白想将《潇湘竹石图》出
手，以补生计。邓拓得知后，找来白坚
夫，他“展开全图，隽逸之气扑人。画
面上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
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
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
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
经过协商最终以 5000 元成交。他用
上《燕山夜话》的稿费，再变卖自己收
藏的14幅古画，将画买了下来。据邓
拓之女邓小虹回忆：“为了研究和考
证，父亲从历史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织
品的样标，用放大镜细心观察、分析
历代丝织经纬的特点；同时也大量查
对苏东坡不同年代的书法作品，潜心
琢磨苏轼的用笔特点，广读苏东坡所
用的金石印鉴，对这幅画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究考证”（《纵横》2011年第
6 期）。邓拓得到此画，异常兴奋，曾
赋诗《怀苏东坡》：“曾谒眉山苏氏祠，
也曾阳羡诵题诗。常州京口寻余迹，
儋耳郊原抚庙碑。海角天涯身世感，
朝云春梦死生知。千秋何幸留遗墨，
画卷潇湘竹石奇。”抒发了对苏轼命
运多舛、仕途蹭蹬的感慨和对《潇湘
竹石图卷》的赞叹。

邓拓买画的事，被别有用心的人
写信举报，散布谣言说邓拓搞文物投
机，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市委很快查
清此事，平息了这场风波。1964 年，
邓拓请荣宝斋的许麟庐先生从自己
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
竹石图》在内的 145 件（套）佳品，无
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其中还有沈
周的《萱草葵花图卷》、唐寅的《湖山
一览图》、吕纪的《牡丹锦鸡图》、仇英
的《采芝图》等,多属国之瑰宝。就在
捐献两年后的 1966 年 5 月，54 岁的
邓拓含冤去世，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前
言》中说：“自邓拓先生捐赠以来，这
批古代绘画珍品便成为中国美术馆
的宝藏，发挥着巨大的精神价值。
2012年，在其百年诞辰之际，经过保
护修复的捐赠作品全数展出，在纪念
并表彰其高风峻节的同时，也将他的
精神理念传播推广。此后，其中的精
品力作又十余次露面于各种展览。邓
拓先生及其收藏为中国文化传承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特别引用了邓
拓的一句诗：“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
物主不为奴。人民艺术新天地，展望
方来万里途。”这正是邓拓同志无私
境界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邓拓与《潇湘竹石图》
⊙郑学富 文/供图

曹雪芹祖父曹
寅《荷花》诗云：“一
片秋云一点霞，十
分荷叶五分花。湖
边不用关门睡，夜
夜凉风香满家。”诗
作意味隽永，匠心
独运。那翠绿的荷
叶，那粉红的莲花，
以及那淡淡的荷
香，悠悠然扑向了
我们的眼眸、鼻尖。
上海博物馆馆藏清
光绪景德镇窑粉彩
莲花杯，也是一件
散发着莲香诗韵的
粉彩瓷器。

粉彩，是景德
镇传统四大名瓷之
一，以“粉润柔和、
高雅绚丽”的艺术
品质蜚声古今中
外。高档粉彩瓷曾
经是权势、地位、身
份的象征，欧洲贵
族曾经对拥有粉彩
瓷引以为豪，国外
知名艺术博物馆一
度也以收藏景德镇
粉彩瓷器为荣。清
光绪景德镇窑粉彩
莲花杯，最高 6.2口厘米，纵 11.9厘米，口
横 19.7 厘米。这件粉彩莲花杯以花蕊作
底，花瓣为器身，花梗作柄。粉色彩料饰花
瓣，黄绿色饰花梗，工艺精湛。荷梗背面墨
款“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
杯”，故坊间亦称为“秋操杯”。秋操是指
1908年清政府所设新式陆军在安徽举行
的演习。光绪时期的粉彩瓷器烧造量大，
传世品数量也大，器型丰富，但这件莲花
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器型。它是一种吸
杯，花梗内空直通底部以作吸水之用。关
于“吸杯”的记载自中晚唐时期开始出现。
相传为夏天三伏之际，取大莲叶置砚格
上，盛酒后以簪刺叶与叶柄相通，从叶柄
吸酒，使“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名为
碧筒杯。后世吸杯多以仿制荷叶形状，金、
玉、瓷质不一而足。

粉彩初创于康熙晚期，盛烧于雍正、
乾隆，成为清代瓷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品
种。乾隆之后，社会经济低迷，景德镇瓷器
业发展缓慢，繁荣之景不复往日。道光年
后鲜有粉彩精品，但并不意味着粉彩技艺
终将被时代淘汰。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断变
化，粉彩艺术经历了早期的色彩不协调、
鼎盛时期的绚丽斑斓，历经百年而不衰，
在瓷器业的地位日渐稳固。光绪白地粉彩
可分精、粗两类。精者一般盘碗可与道光
粉彩相媲美，花卉、花鸟纹饰生动，并有

“大清光绪年制”款识，粗者分为稍大些的
盘、碗、折沿洗等，胎体厚重，色彩浓重，凝
厚，龙凤花果纹饰粗放。

粉彩瓷因做工精细、釉质细腻、色彩
独特，在景德镇瓷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说：“软彩又
名粉彩，谓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硬彩华
贵而深凝，粉彩艳丽而清逸。”这是近代人
们对于景德镇粉彩瓷确切而清晰的评价。
粉彩艺术对物象的刻画主要是通过线描
来实现的，粉彩线描色调淡雅，运笔流畅、
均匀、线条细腻，注重对细部的刻画，风格
柔和。粉彩淡雅柔和的线条与于玻璃白上
渲染的净颜料和透明颜料烧成后玉质般
光泽及与洁白的釉面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形成整体粉润柔和、玉质般莹润、高雅清
丽的色泽美。

景德镇粉彩艺术是粉彩匠师们孜孜
不怠追求的材质美、工艺技法美、纹饰题
材美、色彩光泽美的结晶。粉彩艺术独特
的材料、工艺、技法、色彩光泽的符号特
征，不但构成了粉彩外在的艺术形式美，
而且使其具备丰富的内涵意蕴，其独特的
精神气质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社会意识
和审美心理的外在体现，折射出中华民族
生活环境、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制度习
俗、风土人情等社会属性，是中华民族区
分于其他民族的标志。

莲花冷如水
⊙胡胜盼 文/供图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
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
无一可比。”这是唐代文学家张九龄所
作《荔枝赋》（并序）里的句子。在他看
来，荔枝味道甜美，百果之中没有能够
与之媲美者。的确，荔枝在我国大名鼎
鼎，且不说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但就北宋大文豪苏轼
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就足以让荔枝声名鹊起。

荔枝也叫“离枝”，最早见于西汉文
学家司马相如所作《上林赋》，其中称

“离支”。汉武帝时期的皇家园林上林苑
中有“扶荔宫”，以种植南方的奇花异木
著称，荔枝正是其中主角。荔枝之名的
由来，根据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扶南
记》的记载，“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
不可摘取，必由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
名。劙与荔同”，按照明代医学家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若离本枝，一
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
此义也”。荔枝因果实美观、味道鲜美受
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东汉文学家王逸在

《荔枝赋》中称赞荔枝说：“卓绝类而无
俦，超众果而独贵。”苏轼在《四月十一
日初食荔支》诗中说：“海山仙人绛罗
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
风骨自是倾城姝。”不吝赞美之词。明代
文学家丘浚在《咏荔枝》中感叹：“世间
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一种天
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从中可以
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于民间
来说，荔枝结实众多，寓意多子多福，又
因荔枝之“荔”和利同音，通常以荔枝指

代得利多多、福气满满，可以说，荔枝是一种嘉实瑞果。
笔者收藏有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仿生瓷摆件（如图），便

以荔枝为题材。它长22.5厘米，宽5.1厘米，高5.6厘米，看上去
就像刚从古老的荔枝树上取下来的一截树枝，但它却是瓷质
的。只见在一截干枯的木桩上，生出两枝青青的树枝，长着几
片青青的叶子，结着三颗又大又红的荔枝。在树枝旁边，还趴
着两只七星瓢虫，它们像是被荔枝的甜味吸引，准备爬过去吮
吸荔枝的甘甜汁液。仿生瓷以模仿生活中的物品而得名。清代
乾隆时期正是仿生瓷制作的高峰期，这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的仿生瓷，点缀着我国的瓷器星空，使其璀璨无比、熠熠生辉。

如今，荔枝正进入它的黄金时期。通过现代运输储存技
术，我国南方的新鲜荔枝被运往天南海北、千家万户的餐桌，
它因而更加普及，也更加亲民。不仅如此，因荔枝和“励志”谐
音，它也成为励志之果，今天的人们借以表达对自我的激励以
及对亲友的鼓励。即便历经千难万险，我们也要像荔枝那样果
实累累；即便身处困地险境，我们也要像荔枝那样火红耀眼、
甘甜醉人！

仿
生
瓷
间
荔
枝
丹

仿
生
瓷
间
荔
枝
丹

⊙

黑
王
辉

文/
供
图

节至大暑，赤日炎炎，乱蝉嘶
叫。真可谓“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
月。”在没有空调和电冰箱的古代，
古人消暑自有佳器，别有一番情趣。

团扇摇动一身香。扇子，古人称
为凉友或摇风，是我国古代最常见
的消暑器物，其主要形制是团扇和
折扇。“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团扇的造型多以圆月形为主，此外
还有六角形、瓜棱形、焦叶形、梧桐
叶形等。这是一件清代缂丝凤栖梧
桐图团扇，作梧桐叶式，长49厘米，
宽 33.5厘米。扇面于黄色地上缂织
一棵梧桐树，一只凤凰独立于树干，
湖石旁牡丹绽放。扇配四方紫檀木
柄，通体刻“寿”字描金，两端镶象
牙，系黄丝穗。此扇为双面缂，配色
自然柔和，缂工细致入微。缂丝是中
国传统丝织工艺品种之一，清代创
造了双面“透缂”技术，使织物两面
的花纹相同，线条清晰平整，特别适
合装饰插屏、扇子的使用要求。由于
缂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所
用人力物力非普通人家可以承受，
故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由此
也可见宫中后妃生活的奢华，摇动
处，轻汗微微一身香。

半夜玉枕凉初透。瓷枕，是我
国古人纳凉的寝具。李清照《醉花
阴》中“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
夜凉初透”的词句，形象地将青白
釉瓷枕喻为“玉枕”。这是一件宋代
绿釉三彩划花人物纹枕。枕高 11.8
厘米，面横 33.5 厘米，面纵 15.5 厘
米。瓷枕呈长方形，两端稍阔，中间
略收，一侧面有一圆形通气孔。枕
面以划花装饰，长方形边框内纹饰

分3组：中间一组为人物纹，二人前
后相伴而行，服饰一黄一绿，前者
手持鱼篓，后者扛着竹竿，似去垂
钓，周围的绿树、青草、黄云透出生
机。两侧两组黄地开光内各绘折枝
花一朵，白花绿叶，开光外衬以褐
黄色地。枕面的边框外至枕侧面施
绿彩，施釉不到底。枕面纹饰设色
以绿彩、黄彩为主，色彩素雅，体现
了宋三彩的着色特点。古人认为，
瓷枕有“清凉沁肤、爽身安神”的作
用，瓷器表面那一层冰凉的釉，炎
热的夏天枕在上面，那清凉冰感别
提多舒服了。

杯中花月畅吸尽。唐朝末期，
古人无意中发现了硝石可以制作
冰块。从此，古代的夏天也有了新
的打开方式，他们开始利用冰制作
消暑的“冷饮”。勤劳智慧的中国人
在吃上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不仅要
吃冰还配备了专门的工具“吸杯”。
这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碧玉荷
花式吸杯。吸杯由碧玉雕成，杯为
莲瓣式，花蕊作底，花瓣为器身，花
梗作柄。花瓣内空，可以装上冰镇
的饮料。从梗茎端直通花蕊内，可
以吸冰水。其造型及样式或可追溯
于同时期痕都斯坦玉雕工艺，用丰
富多样的花叶纹装饰，展现柔美而
生机盎然的别样玉器形态，较薄的
器壁也是痕都斯坦玉器特有之风
格。带柄的吸杯造型亦来源于印度
及中亚地区带流的碗及壶。整器造
型新颖别致，颇具异域风情。想想
炎炎夏日，加块冰块在刚煮好的酸
梅汤里，用杯嘴吸着喝，到嘴里的
全是冰凉酸甜那种畅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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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景德镇窑粉彩莲花杯（底视）

仿生瓷荔枝摆件（清）

清代缂丝凤栖梧桐图团扇

清代碧玉荷花式吸杯

苏轼《潇湘竹石图》

宋代绿釉三彩划花人物纹枕

清光绪景德镇窑粉彩莲花杯（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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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消暑有佳器古人消暑有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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