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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品性不同，花开的时节也不相同。冬天，气候严
寒，万物蛰伏，并不适合花卉的生长开放，但梅花却在此时孤独盛开，表现
出凌霜傲雪的精神。正因如此，古人对梅花才如此热爱，并留下许多与梅有
关的藏品。今天，笔者就以几件藏品为例，聊一聊与梅有关的器物古玩。

有一种器型，叫梅瓶。梅瓶，是我国瓷器的一种经典器型。一般而言，
它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因瓶口过小，只能插上一枝梅花而得名。
正如近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所言：“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
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笔
者的好友老谢收藏有一对明代的景泰蓝梅瓶，便保留了梅瓶的经典款
式。不过，它的口略敞，颈稍束，口径5.7厘米，底径16.3厘米，高25.5厘米。
在梅瓶表面，以掐丝珐琅的形式绘制图案纹饰，只见梅瓶周身布满梅花
纹，另有蝴蝶纹作为点缀；在瓶肩上，有六处长命锁状开窗围成一圈，开
窗内有缠枝花卉纹；在瓶的底部，有蕉叶纹。

有一种釉色，叫梅子青。梅子青釉，因青釉色如青梅而得名，它由南
宋龙泉窑首创，被后世誉为“彰显青釉色泽和质地之美的巅峰之作”。清
代时，瓷器的器型和釉色多仿
古制，并尽可能追求形似与神
似，因此对梅子青釉瓷也多有
烧制。藏友李先生收藏的这只
清代瓷鼎，便施以梅子青釉。
它仿照商周青铜鼎的造型，方
口，口上有方形双耳；鼎身亦
为方形，四角有夔龙纹；下有
四足，足为圆形。在鼎身，暗刻
饕餮纹，使得这只瓷鼎看起来
威严庄重，神圣不可侵犯。鼎
长46.8厘米，宽29.4厘米，高58.9
厘米，它既是对青铜鼎的仿制，
又是对梅子青釉龙泉瓷的复制，
因此显得别具一格。

有一种纹饰，叫松竹梅。在
冬天时，万木肃杀，百花凋零，
只有松树、绿竹和梅花仍保持
顽强的气节，以不凋的姿态、长
青的颜色和绽放的精神笑傲冬
天，因此，松竹梅便被国人称作

“岁寒三友”。松竹梅纹（或叫三
友纹），也因此成为一种常见纹
饰，成为器物主人自比自喻的
象征。藏友闫哥收藏有一只明
代的青花大罐，上面绘制的便
是松竹梅纹。它敞口，短颈，丰
肩，腹部略鼓，圈足，瓶口19.5厘
米，瓶底23.8厘米，高33.7厘米。
在罐身，青松苍翠，绿竹青葱，
红梅绽放，绿竹、红梅、青松的
枝干弯曲缠绕，分别组成“福”

“禄”“寿”三字，寓意美好。
有一种杯口，叫梅花口。

梅花杯，因杯口呈五瓣状，形
似梅花而得名。在唐宋时期，
口似梅花的梅花杯已经较为
常见。到了明清时期，梅花杯
多以梅花纹进行装饰。笔者收
藏有一只制作于清代晚期的
梅花杯，它为黄杨木所制，口
开五瓣，呈梅花状；杯托镂空
雕刻梅花纹，只见树枝绕生，
朵朵梅花盛开，仿佛有暗香萦
绕，沁人心脾。这只梅花杯长
9.2厘米，宽7.2厘米，高10.4厘
米。它木料上乘，器型优美，纹
饰生动，包浆浑厚，是一件不
可多得的黄杨木雕。

与梅有关的这些藏品，名
称美好，寓意丰富，弥漫着中
华文化的芳香，具有中国士大
夫的风骨，洋溢着华夏儿女的
精神。这也正是笔者喜欢与梅
有关的藏品的主要原因。细细

把玩之余，忽然就能让人
肃然起敬！

与梅有关的藏品
⊙黑王辉 文/供图

这年代，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基本都知道，王国
维先生曾经把读书分成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
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
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
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何其精辟！其实收藏又何尝没有境界呢？

如今，喜欢收藏，热衷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收藏
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收藏与收藏是大为不同
的，同是收藏，每个人的心态与目的并不一样，余自
以为，收藏也可以分成若干境界。

第一种境界：收藏只为金钱。这种人，他们收藏
的目的很单一，就是为了金钱财富而来，他们从不考
虑收藏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只要能够给自己带
来利润就想方设法把东西弄到手，通常他们是采取
正当的手段，但也不排除个别人为了得到所要的东
西铤而走险，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有此收藏心态的
人在生活中虽然不多，但也还是有的。这种境界当然
也就是最低的了。

第二种境界：收藏只为爱好。可以说，我们生活
中的绝大多数搞收藏的人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因为
他们收藏只图个乐子，也不寄希望于通过收藏给自
己带来财富，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收藏，讨厌的东西就
不收藏，而且这类人大多是业余的，他们一般不把收
藏当作自己的全部，也不是自己的职业。这样的人，
收藏的心态很不错，许多人因此从收藏中得到了不
少快乐，陶冶了情操，增添了生活情趣。这种境界不
能说有多高，但也绝对不算低。

第三种境界：视收藏为生命。他们的收藏首先是
兴趣，其次是事业，再次是责任，最后是坚守。这类人
在生活中非常少，但存在。他们把收藏当成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甚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还宝贵，而且他们通常不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是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的角度出发，从收藏的意
义出发，他们为了保护一个重要的收藏品，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捍
卫。有此收藏心态的人要求自身素养极高，因而拥有者也少。这种境界当
然也就是最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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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银嵌青金帽正
⊙李晋 文/图

读到唐太宗评价名臣魏征之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我想到的不是铜镜，却是传统帽冠上的饰物——帽
正，其又名“帽准”，它装点在冠帽前方中央，戴冠者能根据
帽正位置随时调整帽子，使之形象不受影响。

帽正流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常见装饰于男子方巾、
帽子及女子抹额之上。明代帽正以玉质的为多，蕴含以玉
比德之意，至清代时，帽正材质更为丰富，出现一部分以银
为主，镶嵌玉石、翡翠、玛瑙、蜜蜡、水晶、琉璃等材料的帽
正，让当时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这件清代银嵌青金帽正的得来算是意外之喜。藏友赵
云主藏钱币，我得知本地北郊小镇有一老铜匠有五十多斤
铜板要出售，就带他去买了下来。回家后，赵云在清理蛇皮
袋里的铜板时，发现了袋底的这件帽正，就送给了我，原本
灰蒙蒙的帽正经我用纱布擦拭后，露出了本来的“美貌”，
我深感与之有缘。

从形象来看，帽正似乎为海棠造型，线条优美流畅。其
高 2.6厘米，宽 3.9厘米，左右花瓣上錾刻有鱼子纹，如满天
星星般繁密，上饰有两朵凸出的桃花。帽正下方同样装点
有一朵花儿，左右各一鱼尾造型。帽正上面装饰较为简洁，
仅是左右鱼尾造型，正中多个小环装饰的银托上，镶嵌着
圆润的青金石，青色质地中布满若干的小金点，似为洒细
金的瓷青纸，显现出风雅气息。

青金石有“色相如天”，它通过“丝绸之路”从阿富汗传
入中土后，深受帝王青睐，故又称作“帝青色”，被用于制作
皇室文房器物及宗教祭祀用品。清中期以后，随着国门洞
开，青金石被民间广泛采用，传世的一些帽正、戒面、鼻烟
壶等上面皆能看到青金石。

这枚银嵌青金帽正大约是晚清之物，它工艺精
良，小巧别致，保存完好，是当时某位士民使用过的

帽饰，如今已无“用武之地”，然其文化价值还
在，闲时与朋友欣赏把玩，定能生出无限的人生

乐趣。

古徽州府址歙县，在过去就有“墨都”
之称。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历史源远
流长，可上溯到唐代的制徽墨大师李廷，
所制徽墨名誉天下。到了明代，徽墨出口
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徽墨到了清代已有登
峰造极之趋势，其所用原料非常考究，制
作过程复杂。一锭高质量的好墨，必具坚
而有光，黝而能润，舐笔不胶，入纸不渗，
芬香悠久等特点。

清代康熙年间，徽州形成了胡开文、
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四大家墨庄。制墨
大家之一的汪近圣，为徽州绩溪人，原是
曹素功制墨大家作坊里的一个墨工，后制
墨大师曹素功外迁上海，其在绩溪的制墨
作坊由于经营不善，渐渐衰败停业，而汪
近圣利用先前在曹素功制墨作坊的经验，
博采众长，又结合各家制墨合料配方，以
自己的制墨经验又加之艺粟斋的技术与
经验，很快就自立门户，独自开了一家制
墨作坊。由于技术老道，质地优良，墨坊逐
渐站稳了徽墨市场，兴旺发达，发展几年
后，品质得到了行家的认可和推崇，在徽
墨行业独占鳌头，后在徽州府城开设鉴古
斋墨肆。其墨雕镂之工，装饰之巧，无不备
美，与胡开文、汪节庵等齐名，一时购求之
家咸以汪氏为最。有“今之近圣，即昔之
廷”之誉。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六年（1741年）其
子汪惟高曾应诏在清廷御书处教习制墨

“法必宗于古，式
必从其新”，所制
皆“称旨”，因之
声名鹊起。其高
档 墨 中 掺 有 珍
珠、赤金、玉屑、
犀角、麝香、冰片
等贵重药物，自
古以来深受文人
墨客的喜爱。张
书勋有诗赞曰：

“歙县多名家，汪
氏尤杰出，黄山
千尺松，捣作隃
麋质，轻烟细若
雾，奇光黝如漆，
上追唐李奚，父
子相继述，珍重

遍艺林，声华达帝室……”汪近圣的“惜如
金”“圭璧光”“麝香月”“青云路”“金壶墨
汁”等墨，成为一些人所喜爱之名墨。汪氏
的集锦墨品种多样，制作精细。名墨有“黄
山图”“新安大好山水”“御制西湖名胜图
诗”“御制铭园图”等。可见当时他的作品
已经超越艺粟斋的作品，并获得“制墨称
旨”的嘉许。汪近圣鉴古斋的创业，可能在
康熙后期，而“应诏入都”为乾隆六年。鉴
古斋如果没有一定的影响，是不会有“应
诏入都”的宠遇的，而这影响是需要一定
时间的，非短短几年可得到。当获得入选
资格时，大概汪近圣年事已高，长子尔臧
又主持着鉴古斋的业务，遂由次子惟高承
担这一重任。按照这样的推算，鉴古斋起
码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创立应在康熙
末年。他的《鉴古斋墨薮》是在“制墨称旨”
之后所著。

我收藏的这锭徽墨呈船形，寓意学海
无涯苦作舟。该锭徽墨长 16 厘米，宽 4.8
厘米，厚为 3 厘米。徽墨的正面落款：江西
婺源收同治辛未嘉兴孙雪友鲍少筠等选
烟合造“雨笏”松烟大墨，反面有螺青书

“苏东坡云墨纳雨笏皆佳品也”；侧款“徽
州汪近圣七世孙应三制”。徽州制墨大师汪
近圣后裔子孙也都继承了前辈的制墨事
业，质当超群，是一锭正宗老款徽墨，由于
年代久远，徽墨局部出现了皲裂，宛如一位
历经沧桑的老者，愈显得弥足珍贵。

一锭徽墨润古今
⊙江初昕 文/图

2019 年在 11 月 27 日佳士得香
港“圆梦”专卖场上，一件“康熙珐琅
彩千叶莲碗”拍出了 8720 万港币的
天价。一个碗卖出了近亿元，不得不
让人惊叹！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碗？
珐琅彩瓷为何这样值钱？这件藏品
的收藏价值又在哪里？

珐琅由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
拂菻音译而来。珐琅器是将经过粉
碎研磨的珐琅釉料，涂施于经过金
属加工工艺制作后的金属制品的表
面，经干燥、烧成等制作步骤后，所
得到的复合性工艺品。珐琅彩即彩
料，是从外国进口来的。其构成是各
种金属矿物质，经过化学提炼与配
制而成的有色粉末，色调清新、单
一。不同颜料可互相混融，使调色盘
大增，并可层层堆叠，营造出如油画
般的肌理感及视觉效果，鲜艳而稳
定。这种彩料，用樟脑油调成液体以
后，即可按照画稿直接施在器壁上，
图画的色彩当即可以显示出来，就
像今天的油画一样，是瓷胎上作画
的最佳颜料选择。

清康熙时，珐琅彩从广州传入
中国。当这种珐琅彩器以贡品进献
给康熙后，顿时引起他的浓厚兴趣。
为了发展画珐琅工艺，康熙帝在清
宫内设立珐琅作坊，并请欧洲画珐
琅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珐琅器
的制作和指导。当时，中国瓷器正处
于高度发展时期，那么这种珐琅彩
若用在瓷器上，又将会是什么样子？
康熙帝遂命造办处照样仿制。

康熙二十年（1681 年），督陶官
臧应选以工部侍郎中的名义奉命到
景德镇驻厂督造瓷器。选择最好的
瓷土，经过多次淘洗、提炼和搓揉
后，开始做瓷器的胎质。制成后，晾
干，入窑烧制，再将进口珐琅洋料与
景德镇瓷胎相结合。1300 多度的高
温，无数次的失败与经验总结，最后
才生产出了瓷胎画珐琅新品种——
珐琅彩瓷，又称瓷胎画珐琅。

珐 琅 彩 作 为 釉 上 彩 的 崭 新 品
种，与中国传统釉上彩料性质迥异。
我国传统的瓷器画料，也是矿物质，
但没有经过化学提炼，色彩多是用
时搭配，配制复杂，而且烧前与烧后
颜色差异极大，不经过烘烧很难保

障一种固定颜色。相对来说，珐琅彩
就简单得多，只要懂绘画，都可以在
瓷胎上进行绘制。根据《清官档案》
记载，制作一个珐琅彩精品需先在
景德镇烧制优质的白瓷胎，精选后
运到京城，由如意馆高水平的御用
画师，使用进口上等的珐琅彩颜料
在 上 面 作 画 ，然 后 在 宫 内 设 炉 烘
花。烧成的珐琅彩瓷具有莹润、通
透的特质，颜色可鲜亮可柔和，非常
精美。

后来，造办处又制作出了金胎
画珐琅、铜胎画珐琅、料胎（玻璃）画
珐琅等品种，至康熙晚年，绘画、烧
制的技术逐步成熟，使这一洋味十
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地
发挥，尽显了皇家身份的高贵与荣
华。特别是瓷胎画珐琅彩，属中国首
创，被认为是彩瓷中最为精美的品
类。

民间有“一件珐琅彩，十件官瓷
器”之说。官窑制胎、宫廷画师作画，
让珐琅彩瓷具有高度艺术价值，是
所有瓷器中出身最为高贵的。一方
面，它是在清廷直接控制下，选用最
好的原料，集中最优秀的工匠和画
师，选择最好的样品来进行生产，整
个制作过程极其严谨，并经过皇帝
的严格把关，是不计成本的艺术创
造。可以说融合了中国陶瓷的各种
优点，从拉坯、成型、画工、用料、施
釉、色彩，到烧制技术，几乎都是最
精湛的，能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另
一方面，它只限于宫廷、王府玩赏的
御用秘器，数量极少。到了乾隆末
期，随着国力和整个官窑瓷器生产
质量迅速下降，珐琅彩也随即凋落。
传世珐琅彩瓷大多为清宫秘藏，至
民国初年紫禁城开放后，外界才得
以窥探珐琅彩真面目，旋即成为藏
家鉴赏追逐的目标。根据史料记载：
康、雍、乾三朝存世的珐琅彩共有
400 多件，其中 300 多件藏在台北的
故宫博物院，40 多件藏在北京的故
宫博物院，只有少数的几件完品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家手中，极其珍贵。

康熙珐琅彩流行在制胎器物内
壁、口外沿、圈足等处施白釉，器外
壁不上釉，烧成后这部分露胎叫涩

胎。而上色作画，均在涩胎的范围内
进行。做好画的轮廓线以后，或是先
填图画彩，后喷地釉；或者先做地
釉，把花纹的轮廓线留下来，然后填
彩。这样的彩色直接施在胎上，花纹
的彩色和地釉是相接而不是相重。
康熙以后，这种做法便没有了。造型
方面以碗的数量较多，纹饰方面都
是花卉和图案画。没有动物，也没有
人物和山水，所有画面都没有题句
和印章。器物外底，大多有“康熙御
制”四字。

此次拍卖的康熙珐琅彩千叶莲
碗均有上述特点。碗直径 11厘米，碗
里银白如玉，碗身为胭脂红地，画面
为莲花。在接天莲叶的映衬下，那些
含苞待放的粉色花，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蓝色花，恣意盎然的黄色花，以及
雪白无瑕的白色花等，在诸色纷呈的
珐琅彩装扮下，犹如舞动的歌女，将

争奇斗艳的莲花装扮出了万千色彩。
旋而观之，灵动精美的花纹犹如一幅
书画手轴徐徐展开，精美的线条将风
姿绰约的莲花勾勒出了万千风情。纹
饰生动、立体、具画意，细细观赏便可
体味其华丽巧妙、细节之精。这种花
叶从足底拔地而起的格局，与若干名
画中的构图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碗底
部蓝料书方框有“康熙御制”四字。从
器型和珐琅料的烧制效果来看，该碗
制作工艺精湛，画法流畅，烧制完美，
品相完好，造型精美，应为康熙晚期
成功烧制的珐琅彩瓷范例，为康熙珐
琅彩中巅峰之作。

康熙珐琅彩瓷将科技与艺术结
合，将绘画与瓷器结合，让中西文化
在古老的中国瓷器上闪光。它不仅在
珐琅颜料以及瓷胎绘画上有创新，还
是清代彩瓷巅峰的伊始，在中国彩瓷
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康熙珐琅彩千叶莲碗“天价”背后的秘密
⊙秦延安 文/图

清康熙珐琅
彩 千 叶 莲 纹 碗

（此次拍卖品）

银嵌青金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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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花卉纹景泰蓝梅瓶（明）

饕餮纹梅子青釉瓷鼎（清）

松竹梅纹青花大罐（明）

黄杨木梅花杯（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