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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上赏菊分外香
⊙彭宝珠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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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围炉煮茶走红网络，不少年轻
人或自备茶具、或前往户外茶社，生火、煮
茶、烤桔子……煮茶，是一种流传已久的
茶艺技艺，当中国传统艺术煮茶成为新型
社交方式时，秋冬的氛围感又增加了几分
古色古香。围炉煮茶，煮的不仅仅是茶，也
是一种岁月和心境沉淀后的慢慢融合。

好茶配好器，古人不但注重茶的品
质，还极为看重茶器的相得益彰，从下列
两件藏品中可见一斑。这是一件清代中
期的紫檀雕树叶形茶则，为藏友私藏。茶
则长约 11厘米，以紫檀木整雕，皮壳光
亮如漆。外形为一片树叶，内以阴刻画出
叶脉，两侧卷起，凹凸起伏。局部有大小
不一的孔洞，有如自然虫噬。整器做工精
细，惟妙惟肖。既可当茶则，亦可作欣赏
摆件。茶则作为茶具的一种，在唐代已经
有了名分，其用途就是将茶从茶叶罐中
舀出，然后倒入茶壶或茶盏中。陆羽在

《茶经·四之器》记载“则，以海贝、蛎蛤之

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茶则的
方寸之美，在茶席间，亦成一件雅物。因
为量取茶叶，供客人闻香、观赏茶样、催
茶入主泡器都需要以茶则为载物，所以
茶则的质感将直接影响人对茶叶品质的
第一印象。

还有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紫砂绘芦
雁纹六方茶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罐为宜兴窑出品，使用朱红色砂泥。茶
罐高 16.2 厘米，口径 4 厘米，足径 4.7 厘
米。罐体呈六方形，附伞形盖，盖顶置钮，
盖、钮、足皆为六方形。斜弧腹、唇口、短
颈、圈足。腹部六面绘通景芦雁纹，碧波
粼粼的湖面上簇簇芦苇在微摇曳，一群
大雁飞临水面，分别作飞、鸣、食、宿状。

“飞”指生存的技能，“鸣”指情感的宣泄，
“食”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要求，“宿”是劳
逸结合。古人寄托于芦雁身上的这种情
感，实际上说的是人类的生存状态，反映
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整幅画面用细润
的泥浆堆绘而成，画面微微凸起，富有立
体感。芦雁纹是中国文人画常见的题材
之一，宋徽宗时期就有芦雁纹的宫廷绘
画，明清时被大量地运用在工艺美术的
装饰上。宫廷紫砂使用泥浆堆绘芦雁纹
比一般的绘画作品内敛含蓄，凸显出紫
砂泥质的肌理之美，恬静雅致，意蕴悠
长，散发出无尽的书卷气。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
红。”这样的场景，特别是在寒冬，尤使人
心向往之。屋外雪压寒枝，炉内星火点
点，窗边疏梅暗香，杯中茶香流转，再把
玩几件这样雅趣的茶器，可谓快哉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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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神奇
之壶，即倒流壶。

一种国宝级收藏品，现藏于陕西历
史博物馆，乃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此精
美之壶，即为壶，却没有可以掀动的壶
盖，提梁、壶首和壶身浑然一体。往壶内
注水时，需将壶体倒置，从底部梅花孔注
入，放正后再从侧面壶嘴倒出，底部却滴
水不漏。

由于向壶内倒水，需从底心管口倒
入，倒流壶又称倒灌壶、倒装壶。此青釉
提梁倒流壶，高 18.3 厘米，腹径 14.3 厘
米。其造型独特，构思巧妙，壶身呈圆形，
盖、梁、身连为一体。壶盖为柿蒂形，提梁
乃一只伏卧圆眼短嘴的凤凰，壶嘴为一
侧卧张口的母狮。壶身周圈饰有凸雕的
缠枝牡丹花，下饰仰莲瓣，其纹饰简洁明
快。壶底部中心有五瓣梅花孔，灌水时将
壶倒置，水从母狮口外流时为盛满。因壶
内有漏柱与水相隔，所以底部虽有孔而
不会漏。工匠们利用了“连通容器内液面
等高”的物理原理，反映了工匠艺人的睿
智巧思。

史料记载，宋、辽、金时期，倒流壶较
为流行，宋代最为出名。元代时，其制作
工艺已炉火纯青。《元代瓷器目录》记载，
倒流壶制作奇特，烧制需经3道工序，每
道工序均较复杂。将这 3道工序烧制好
后，依次连接起来才组成了构造精巧的
元代倒流壶。由于该壶逆反了传统的壶
顶注水法，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里，放正后倒出，因此
被称为倒流壶。

到了宋代，制瓷业有较大发展。当时窑口林立，瓷器品种繁
多。北方定窑的白瓷，耀州窑的刻花青瓷，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
钧窑的窑变瓷等，以其丰富的装饰技法构成了北方瓷器的独特风
格。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青釉剔刻花狮倒流壶，经考证，为五
代耀州窑生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土于陕西彬县。该壶集捏
塑、剔刻、模印装饰于一体，技法运用纯熟老练，纹饰疏密有致，过
渡自然。壶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深沉，素雅润泽，展示了五代耀
州窑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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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暮年初，案头浅盆中的水仙展露翡翠般
的碧叶，洁白晕黄的花朵，婷婷玉立的秀姿，飘
逸醇清迷人的芬芳，平添春意。此时，品赏著名
画家齐白石画集中的《水仙》，更添几分雅趣。

齐白石，中国近现代画坛极富传奇色彩的
画家，擅画花鸟、虫鱼、蔬果、山水、人物，融诗、
书、画、印为一体，被称为中国画大师，二十世纪
中国十大画家之一。他笔下的花卉题材中，水仙
花 是 其 中 之 一 。他 的 这 幅《水 仙》画 作 ，
870mm×470mm，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
期，在此幅《水仙》画中，可见画面上水仙花生机
盎然，自然入妙，花茎直立，茎叶扶疏，花朵盛
绽，黄冠白英，不避俗，却能脱俗。齐老用手中的
神笔，将水仙花生机勃勃之状描绘得淋漓尽致，
生动逼真。而此画面中“水仙”左侧上方的题识：

“前朝金冬心先生尝画水仙题云：画此须得冷冰
残雪态。言水仙之神，不能更增一词矣。白石山翁并记。”既流露了齐老
从清代“扬州八怪”金农（号冬心先生）画水仙中得到感悟，又表达了对
金农水仙画作的赞美之情。

水仙花，我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有“凌波仙子”“天葱”“俪兰”
“雅客”“姚女花”等之雅称。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栽培历史悠久，早
在六朝时，已称为“雅蒜”。在唐代时列为名品，当时曾有唐明皇赐虢国
夫人水仙 12盆的传记。宋代时，水仙花人工栽培已盛。清朝康熙年间，
水仙花远涉重洋，侨居海外。水仙花在我国主要有两大品系，一种是单
瓣品系，花瓣白色，中央花蕊艳黄可爱，形似六棱白玉盘，托起一盏金黄
的酒杯，雅称“金盏银台”；一种是复瓣品系，花瓣洁白，花形奇特，雏卷
成簇，犹如少女的丽裙，得名“玉玲珑”，俗称“百叶”。

水仙，冰肌玉骨，莹韵清幽，馨香清绝，其娟秀素雅之貌，与清香淡
雅的兰花、幽贞高雅的菊花、潇洒清雅的菖蒲异中同“雅”，合而称为“花
草四雅”。水仙，因与“谁先发”谐音，民间视之有“发家致富”寓意。又因

“仙”字蕴含吉利之意，“水仙”被视为吉祥如意之象征，在绘画中，水仙
与寿石搭配，寓意“群仙拱寿”；水仙与寿石、竹子搭配，寓意“仙祝长
生”；水仙与牡丹搭配，寓意“神仙富贵”。正因如此，水仙花深受人们喜
爱，成为诗人画家吟诗作画的好题材，新春佳节几上雅陈或案头清供的
福兆花、吉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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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瞩目的第 22届世界杯
足球赛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12月18日在卡塔尔举行。

首届世界杯始于 1930 年；
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世界杯停办了两届。

1990年我有幸获得一枚题
材为世界杯的邮票。当年意大
利举办第 14 届世界杯，前苏联
发 行 了 一 套 别 具 风 格 的“ 联
票”式或曰“连体”纪念邮票。

如画面所示，自左至右的“进
程”大意为：1、攻方门将伺机
发球；2、攻方中锋盘带过人；
3、攻方大脚传给前锋；4、守方
后卫奋力阻截；5、守方门将鱼
跃扑球。

这套邮票构思独特，设计新
颖，将一场球赛浓缩于方寸；且
动作连贯，一气呵成，令观
者在赏心悦目之余，不禁拍
案叫绝。

罕见的世界杯
“连体”纪念邮票

⊙杜浙泉 文/供图

菊为花中四君子之一，深得人们喜爱。“寒花开已
尽，菊蕊独盈枝。”诗圣杜甫一语道出了菊花的独到和
不俗，其淡雅之美，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喜欢把菊花作为
歌咏描绘的对象。在古代的陶瓷作品中，菊花也是常用
的题材，碗、盏、钵、盘等瓷器表面，很流行用菊花图案
来装饰，团菊纹也是中国人喜爱的吉祥纹饰之一，寓意
品质高洁、吉祥长寿等。欣赏菊花，对于我们的心灵和
视觉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青花菊花双碟纹盘。青花瓷是陶瓷发展史上一朵
奇葩，被人们称为人间瑰宝。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
原料，在白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在高温
中一次烧成的釉下瓷器。青花创烧于唐代，成熟于元
代，明清达到高峰。此盘直径 27.6厘米，底径 16.5厘米，
高 6.4厘米。主题图案上的菊花枝蔓弯曲，枝叶串联，两
只蝴蝶翩翩起舞，画面搭配自然和谐，恰到好处的表现
了菊花的烂漫，整个纹盘釉质莹润亮泽，蓝白相映，怡然
成趣，清新怡人。

团菊纹斗彩碗。斗彩器物是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它
创烧于明朝成化年间，预先在高温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
器上，用矿物颜料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然后再入小
窑经过低温烘烤而成。这只团菊纹斗彩碗，口径 14.5厘
米，底径 5.8厘米，碗外腹部 4团菊纹，底足外撇。胎质密
致，器型规整，釉彩莹润，色彩艳雅，其间菊花相衬，内心
绘团菊纹，内外纹饰交相呼应，寓意吉祥高雅，匠心彰显
而雅韵顿生，宛如一幅精美的画，花叶滋润繁茂，争鲜斗
艳，若静心观看，似能感受到花香袭人之妙。

粉彩菊花鸟儿花瓶。粉彩瓷是景德镇窑四大传统名
瓷之一，是以粉彩为主要装饰手法的瓷器品种。它早在清
康熙年间已开始了萌芽，成熟于雍正时期，乾隆时期粉彩
瓷已非常兴盛。这只粉彩菊花鸟儿花瓶高25.8厘米，器型
周正俊秀，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洁白，造型规中有矩，工
整而精细。花瓶表面彩绘了数枝菊花，一只鸟儿俏立于菊
花枝头，垂羽顾盼，娇俏动人。此花瓶画工精细，隽秀而娇
巧，优雅而尊贵，菊花的枝叶浓淡有致，开得自然多姿，艳
而不俗，美不胜收，整个画面在古色古香中给人以生动鲜
活的感觉。

天高云淡，宁静而美好，正是赏菊的好时光。欣赏
把玩这一件件菊花瓷器，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让我忘
情地陶醉在其中，将我的生活装点得多姿多彩，别有一
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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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雕树叶形茶则

倒流壶

粉彩菊花鸟儿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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