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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明，绽放大国风采”。为纪念中国国家版
本馆正式开馆，中国邮政于今年7月30日增发了《中国国
家版本馆》特种邮票一套1枚（图1）。该套邮票的发行，旨
在传承中华文明瑰宝，展现大国盛世辉煌。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
程，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也是文脉赓续的传世工
程。总馆和分馆分别选址北京燕山、西安秦岭圭峰山、杭
州良渚、广州凤凰山，力求山水交融、馆园结合，确保中华
版本免遭各类灾害损毁，永久安全保藏。北京文瀚阁、西
安文济阁、杭州文润阁、广州文沁阁，分布在我国的东西
南北，保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既各有侧重、各具特
色，又遥相呼应、浑然一体。

《中国国家版本馆》特种邮票由史渊设计，画面采用
中轴对称构图形式，以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核心建筑——文瀚阁为主体内容，
采用青绿山水画视觉元素，使画面呈现中国画样式的传统韵味，充分彰显了国
家版本馆深厚的文化积淀，极具传统审美特点。邮票过桥（图2）位置展现了国
家版本馆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的
外观风貌，体现“一总三分”的总体布局。邮票运用中国独有的文化艺术审美，
展现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国之重器的时代之魂。

书画鉴赏要从作品
的风格、笔墨、色彩、构
图、章法、画法、印章、纸
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
进行，其中最主要的方
面还是书画本身及书法、印章。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
是必须重视的，因为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大
多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标明清中期作品上
的印章与已知的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
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
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的印
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
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

从印章上鉴别，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
迹印章的一些差异。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
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这可能
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
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
用久了，印章的清晰程度会发生变化。此

外，印泥的好坏、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
章钤盖后产生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
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
同的变化。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
的人的手法有一定关系，有人盖印用力
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此外，下
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久置不
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
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
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
止书画作品挤压时沾污。经常擦拭或刷洗
的印章，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
印迹也有所不同。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
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特别
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

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
错字、用错字的现象
的。

鉴别印章还要看
印泥的色泽，一幅古

画印章的颜色，虽然可能是鲜艳的，但它总
会有饱经岁月、历尽沧桑的变化，颜色会变
得浑厚而沉着。

现代的很多书画家，往往继承传统不
够，基本功较差，总想标新立异，只重构图，
不重笔墨，没有书法的基础，更对篆刻没有
研究，通过印章来分析他们的作品，是极为
困难的，他们的印章大多由别人代刻，盖在
自己的作品上，至于风格是否协调一致，那
就因人而异了。

每个时代的艺术品有每个时代的风格
特征，印章也是这样，书画上的印章必须与
其所处的时代风格相一致，如不这样，必然
是赝品。如清中期以前的书画作品，不可能
出现甲骨文的印章。

书画印章的鉴别技巧
⊙阎泽川

玉山子作为一种特殊玉品，出现于两宋
时期。《宋史·礼乐志·宴飨》云:“诏辅臣观粟
于后苑御山子。”记叙宋真宗与群臣观赏御廷
中之石假山之事。事后君臣造词作诗以资留
念，玉工受此启发，将整块璞玉精雕细作，使
其形如山状，始做“玉山子”。

即是山子，大自然便是其创作的形体来
源，题材多以山水人物故事为主，要求制作者
有较高的造型能力，富有创造性的构思能力
和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制作时先从玉料的
形状、特征等进行构思，顺其色泽，务使料质、
颜色、造型浑然一体，再按“丈山尺树、寸马分
人”的法则，在玉石料上或浮雕，或深雕，使山
水树木、飞禽、楼台、人物等形象构成远、近景
的交替变化，以取得材料、题材、工艺的统一。

明清时期，山子代表了玉雕艺术的最高
水平。往往在同一件作品上，立体生动地刻画
出人物、山水、草木、动物，有高浮雕、浅浮雕、
线刻、刻款、多层透雕等多种技艺;对复杂图
案能够精确掌握，同时也更加重视细节处理，
使明清雕刻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尤其是清代乾隆时期，对山子的制作要
求更高，提倡画意，将中国山水画精髓融入
其中，写实写意相结合，如同画家追求笔墨
情趣一般，并以山水意境的高低来评判山
子雕刻的优劣。此时的玉山雕琢受清初“四
王”画风影响很大，山石布局讲究均衡、稳
重，层林叠起，意境清淡，因而在雕造时力
求古朴庄重，用刀平稳，转折圆润，立雕镂
雕等细节处处彰显功力。清代宫廷陈设品

中，雕造的玉器山子数量众多，但其中精品
多出自乾隆时期。

图中所示的这件藏品便是清乾隆时期的
青玉雕楼台赏月山子，高 18厘米，通体以和
田青玉为质，用料上乘，玉质莹润细腻。立体
浮雕群山，一座楼台依山而立，周围苍松挺
立，依赤色沁斑巧雕数株红枫，渲染出一派秋
意。几朵祥云飘浮于山巅，一轮明月高悬其
上，二仙翁一前一后站立在楼台上赏月，前者
抬手指月，面向后者，似在抒发观月之感，后者
抬首望月，侧耳倾听。楼台下一小童抱物过桥
前行，桥下溪水潺潺流过。山子依玉料随形巧
雕，层次分明，山水人物琢刻生动、逼真，笔法娴
熟，仿似一件立体的山水图画，画意盎然。

赏月活动是古人雅俗同好的一件快事，
中秋之时尤甚，富人多自搭彩楼，好游者则或
登于山、或泛于水，而又必备核肴酒浆，文人
赋诗，俗士讲古，往往通宵达旦。古人赏月多
是借明月来寄托情思。有“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的友人之思，有“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的亲人之念，有“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夜遥，竟夕起相思”的
情人之恋。此时大多又有酒相伴，有“兰陵美
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花前月下，有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月清影，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一问。酒里
映月，月光沁酒，这似乎是人间一种绝美的佳
境。把这些美好的憧憬与遐想的意境表现在
玉器上，供奉在书案上，使赏玩者朝夕相对，
足可获得心灵的快感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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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
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千年。”
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所作《石榴》诗，在
他看来，榴枝婀娜、榴实繁多、榴膜轻明、
榴籽可口，纵然是瑶池仙境的碧桃树也
比不上。的确，石榴夏天可赏花，秋天可
食果，以其亲民平实受到我国人民的喜
爱，并因此留下众多与石榴有关的瓷器。
今天就以笔者收藏的几件瓷器为例，聊一聊
我国人民的石榴情结。

有一种器型叫石榴尊。因石榴的造型较
为别致，在清代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便创造
性地烧制出石榴尊。这只清代石榴尊，它唇口
外卷，口呈六瓣状，短颈，圆腹，圈足，看上去
就像是一只石榴果，口径 6.5厘米，底径 11.7
厘米，高18.3厘米。尊口描金，以松石绿为地，
其上以粉彩绘制花卉和蝴蝶，只见有雍容华
贵的牡丹，有害羞含笑的海棠，有弯曲缠绕的
牵牛，有斑斑点点的梅花，各色蝴蝶翩翩起
舞，好不热闹。在尊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的
方形篆书款识，说明它制作于清代乾隆年间。

有一种纹饰叫石榴纹。石榴“千房同膜，
千子如一”，在古人看来，是多子多福的象征，
因此便以石榴纹寓意子嗣昌盛、家族兴旺。这
只清代粉彩双耳长颈瓶，其上便绘制石榴纹。
它敞口，长颈，颈部有夔龙状双耳，削肩，平
腹，圈足，口径 8.3 厘米，底径 10.2 厘米，高
32.7厘米。在瓶身，便有一棵石榴树，它弯弯
曲曲生出几根粗壮的枝条，枝头有或翠绿或
浓绿的叶子，枝上开着一些火红的石榴花，并
结出不少个头硕大的石榴。它们有些已经熟
透，作开裂状，令人垂涎欲滴。在瓶底，有“大
清道光年制”的方形篆书款识，说明它制作于
清代道光年间。除石榴纹外，我国民间还以佛
手柑、仙桃和石榴寓意多福、多寿、多子，这便

是著名的三多纹。
有一种创意叫仿石榴。仿生瓷是指仿照

现实生活中的生物、器物等不同物体而烧制
的瓷器。这种类型的瓷器，在清代乾隆年间达
到巅峰。这只清代粉彩笔洗，便是一件仿照石
榴而制作的仿生瓷。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躺
倒的石榴，内部挖空，可以盛水，这便是笔洗
的功用。石榴籽、石榴头均惟妙惟肖。在它旁
边，还塑造一只小石榴和一截枯枝，看上去就

像是刚摘下来一般。它长 15.7厘米，宽 6.4厘
米，高2.3厘米。在笔洗底部，有“乾隆年制”的
方形楷书款识，说明是清代乾隆时期制作的。

“半含笑里清冰齿，忽绽吟边古锦囊。雾
縠作房珠作骨，水精为醴玉为浆。”北宋诗人
杨万里在《石榴》诗中如是说，可谓妙笔生花。
在这醉人的秋天，观赏着这些与石榴有关的
瓷器，品尝着酸酸甜甜的石榴，的确是难得的
时光和难得的幸福。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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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由齐白石领衔，组织
湖社和松风画社画家集体创作一幅国
画《普天同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三周年的一份厚礼，献给毛泽东。

这幅画纵367.9厘米、宽114.9厘米。
构图大气磅礴、和谐舒畅，画面富丽堂
皇，节日的喜庆气氛跃然纸上。时年92
岁的齐白石题识：“普天同庆。恭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并向毛主席致
以崇高敬礼。”根据款署可知，这幅作品
是由9位画家共同创作，各位画家专攻
所长，使局部描绘得精致唯美。尽管画
面上为花鸟山水，没有人物，却让人联
想到普天同庆的欢快场景。

画面上最显眼的是一株高大挺拔
的梧桐树和栖息其上的一双凤凰。梧
桐树寓意高洁的品格，是吉祥、福瑞的
象征；凤凰有“百鸟之王”之称，被视为
中华精神之鸟，是“华贵、伟岸、进取、
太平”的象征。民间有“栽桐引凤”之
说，《诗经》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栖梧桐，是祥
瑞之兆，古人认为时逢太平盛世，便有
凤凰飞来。梧桐树是于非闇所写。于非
闇是京津画派著名画家，致力于工笔
花鸟画研究与创作，这株梧桐树的枝
叶描绘精细，笔势稳重结实，细致地皴
擦使枝干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一双
凤凰为徐石雪所画。徐石雪为中国近
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他所画的凤
凰仪态万千、栩栩如生，一改凤凰的五
彩之色为全赤色，耀眼夺目，突出了热
烈、喜庆的主旋律。竹为汪慎生所画。汪
慎生擅花鸟，能工笔亦能写意，而以小写
意花鸟画最富影响力。竹子是君子的化
身，彰显气节，坚韧挺拔，不惧严寒，四季
常青。竹还有竹报平安之意。“桐”与“同”
谐音，“竹”与“祝”谐音，寓意“普天同庆”。

牡丹为齐白石所画。牡丹国色天
香，色泽艳丽，雍容华贵，素有“花中之
王”之誉，象征着吉祥、幸福、繁荣。刘
禹锡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京城”的诗句。牡丹是我国的国花，是
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月季为溥毅斋

所画。溥毅斋的花鸟画形象逼真、神态
生动，用笔细劲谨严，着色古艳，所作
小写意花卉，松活、清雅，颇具文人风
范。月季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被誉
为“花中皇后”，花香悠远，有一种坚贞
不屈的精神。历来文人留下了不少赞
美月季的诗句。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晚
开春去后，独秀院中央”的诗句；明代
诗人张新有“惟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
占四季春”的吟诵。兰花为溥雪斋所
写。溥雪斋为皇室后裔，他画的兰花，
风神飘逸，在画坛上堪称一绝。人们历
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典雅的象征，与

“梅、竹、菊”并列称为“四君子”。自古
以来人们爱兰、养兰、咏兰、画兰，古人
曾有“观叶胜观花”的赞叹。人们更欣
赏兰花以草木为伍，不与群芳争艳，不
畏霜雪欺凌，坚忍不拔的刚毅气质。

《周易》有“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语，
意思是志同道合。朱德元帅一生喜爱
兰花，作有《咏兰》诗：“幽兰奕奕待冬
开，绿叶青葱映画台。初放素英珠露
坠，香迎十步出庭来。”

画面的下部坡石雄峙两侧，一股
溪水从远处奔流而来，表现了祖国山
河雄伟，壮美富饶。石为关松房所画，
水口为胡佩衡所写。关、胡二人均为近
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具有深厚的传统
功力，在临古的基础上加入写生进行
创造，所作笔力苍劲、构图气势雄伟，
发展了古人渍墨之法，形成了浑厚、朴
茂、劲健的风格。石坡之上芳草萋萋，
情趣怡然。坡草为潘素所写。潘素是当
代女画家，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的
夫人，也是9位合作者中唯一女性。她
早年习花鸟，中年转攻山水，晚年善金
碧青绿山水及雪景山水。

1952年10月5日，毛泽东收到画作
后，非常高兴，亲笔为齐白石及参加创
作的画家回信致谢：“白石先生：承赠

《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
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
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
衡、溥毅斋、溥雪斋、关
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齐白石等九画家联袂演绎《普天同庆》
⊙郑学富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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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纹粉
彩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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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普天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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