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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斌

1983 年，扬州文昌阁三元路基

建工地出土有二十余块青花瓷片，

原器型应该是碗、盘、壶等。专家们

确认以上青花瓷片出自扬州唐城遗

址的唐代地层无疑，为此，以上出土

瓷片被称为“唐代青花瓷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张志刚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根据对瓷土、釉色、青花颜料、发色

等的仔细测试，同时通过比对河南

巩县黄治窑以及白河窑出土瓷片测

试数据，认为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

来自于河南巩县窑口。

1957 年发现的黄冶窑在 2002

年才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

国文物所联合组队，展开了对黄冶

唐三彩窑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

在发掘过程中，在黄冶窑第二烧造

区唐代晚期的一条沟内出土了百余

件（片）白釉点、划蓝的彩釉瓷器标

本。“这些瓷器标本比一般三彩制品

火候高，施釉工艺也与三彩不同，胎

质细白，釉色纯净，器形有碗、盏、罐

等，从个别的釉面脱落情况观察，点

蓝或划蓝的彩釉瓷有相当数量是釉

下彩。”此批标本有三个特点：白瓷；

釉下点钴蓝；烧成温度摄氏 1300

度，而这些特点恰恰青花瓷构成的

要点。

唐青花瓷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艺术引入到了瓷器纹饰，这是一个

巨大的成功。而唐青花瓷的发现和

确认是证明我国青花瓷始于唐代的

有力证据，这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

重大收获。

沈胜利先生上世纪在扬州曾经

购得“唐蓝釉五叶罐”，尺寸为高 8

厘米，腹径 10 厘米，敞口，器型圆

满，肩部黏贴五叶，底部为平底，微

微向中心内凹。瓷罐胎质粗松，白中

泛黄，泛黄应是土沁，瓷胎上可见细

小颗粒，釉面上也可见细密无色开

片，施釉不到底，釉和胎交界处有一

层明显的化妆土。罐内无釉，罐内底

部旋纹明显。青花色泽淡蓝微灰，罐

上大小蓝釉斑点自然，叶瓣凹处釉

色呈深蓝色，色彩艳丽。

“青花王子”张浦生先生根据扬

州出土唐青花瓷片进行了深入研

究，1987 年发表的《我国最早的青

花瓷 -唐青花》和 1989 年发表的

文章《唐代青花瓷器研讨》，明确了

以下四点：一是扬州出土的瓷片年

代为唐中晚期，二是青花所用的钴

蓝色料和唐三彩相似，三是唐代青

花瓷器在河南巩县窑烧制而成，四

是唐青花瓷器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

的青花瓷器。

在和张浦生先生多次交流之

后，沈胜利先生对早年收藏的“唐蓝

釉五叶罐”再次进行反复研究，在

30 倍放大镜下可观察到瓷罐上的

蓝色是在釉下，一层玻璃釉覆盖在

上，可确定为釉下彩，这是十分重要

的，这是唐青花和唐三彩的区别所

在。瓷罐的外釉薄而无流淌，釉与胎

交界处的釉薄而整齐，这也是唐青

花和唐三彩的一个重要区别。可以

肯定“唐蓝釉五叶罐”原来是“唐青

花五叶瓷罐”。

唐青花瓷的研究，无疑是中国

古代瓷器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而

对于沈胜利先生来说，发现和拥有

唐青花瓷器，这也是痴情陶瓷六十

多年所得到的最佳回报。如何让更

多的青花瓷爱好者了解和认识唐青

花，唐青花之后的宋青花真相又是

如何？这是年逾八十的沈胜利先生

正在思考和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虎年新春，关于虎的

话题总是层出不穷。虎为

山兽之王，它不仅形态魁

伟，毛色美丽，而且嗅觉发

达，行动敏捷,一旦发怒，

则虎啸龙吟，威风凛凛。历

经几千年悠久文化的沉

淀，虎已成为“智”、“勇”、

“力”的象征，因此，虎在人

们的心目中，是威武、勇

猛、雄健和生气勃勃的代

名词，深受中华民族的喜

爱。甚至小孩子穿的鞋子、睡的枕头、

戴的小帽和日常玩具，也以虎头或老

虎作为主题。

虎年新岁，总会兴起以虎为题材

的收藏热潮，而宋金时期的虎枕就成

了虎年收藏重器之一。据我国古代民

间传说，睡虎枕可使群魑辟易，百毒不

侵，亦即有护身安神的作用。

周口市某家民俗博物馆现藏一

件珍贵的卧形虎枕，此枕长 33.5 厘

米，宽 14. 5 厘米，高 9.4 厘米。体呈

卧虎状，枕面前高后低，中间微凹，底

无釉。以虎背为枕面，饰褐色折枝花

纹，以划花叶脉草叶纹衬托。枕壁的

虎须、虎眉和虎身及虎尾部的花纹均

以褐釉草叶花纹装饰。眉、耳、尾尖

部间饰红釉，胎细密，灰白色，饰以白

色护胎釉，虎鼻为两透孔。通体施白

釉，釉微泛黄，釉面以黑褐彩绘有花

纹。特别是其绘画艺术，为大写意花

纹，画风粗犷流畅，图案精美，整体纹

饰一气呵成。整个虎枕造型采用象

形手法，不过这只老虎不是凶猛大

虫，而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老虎。

瓷枕始见于隋唐，一般由枕面、

四壁和枕底构成。枕面前低后高或

前高后低，枕内中空。其种类有青瓷

枕、白瓷枕、绞胎枕、三彩枕等，宋元

时期又出现了兽形枕、建筑枕和人形

枕。早期的枕外形较小，宋元时期枕

较大。为防止烧造变形，一般在枕的

后壁或底部开有出热气的孔，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虎形枕的虎鼻孔为两透

孔，原来是工匠们专门留来用于施放

枕内热气的。这样巧妙的设计既保

证了枕的完美，又体现了古代工匠的

智慧。

磁州窑是宋代北方民间的瓷窑，

窑址在今天的河北省磁县，因古代属

磁州故名磁州窑。磁州窑烧瓷的品

种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枕是

其器物中的一个重要品种，纹饰以白

地黑（褐）花为主，一般施有化妆土。

题材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动物、花卉为

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由于卧虎枕

是兽形枕的一种，外形较大，加上其

他各种信息也正好说明了它为磁州

窑的产品。

综上所述，此家民俗博物馆所藏

的卧虎枕为典型的金代磁州窑系的

代表器物，具有断代意义，能较好地

反映金代制瓷工艺的杰出水平。

喜欢艺术的年轻人，总要先具备

一股痴迷劲，才可能学有所成。古人

云：书痴文必工，艺痴技必良。说的就

是这个道理。青年工艺美术师、海派刻

漆非遗技艺项目的传承人陈尹然，就

具有痴迷于刻漆技艺的潜质。

陈尹然的父亲陈秋生先生，是沪

上一位知名画家，山水花鸟，无所不

擅。受父亲的影响，陈尹然从小也喜欢

涂涂抹抹，对书法绘画有一种天然的

爱好。而父亲的书斋画案上，一些古

砚、水盂、铜炉等文房器具，又成了他

儿时经常摩挲把玩的玩具，久而久之，

他对这类传统工艺器具也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无论是古朴的器型还是其精

湛的制作工艺，都使他着迷，并引发了

他为之琢磨和思考。

大概十多年前，一次父亲带他去

云州古玩城，在一家专事收藏砚台的

老莫先生处喝茶，老莫操着一口浓重

的粤语普通话，十分得意地介绍起一

方青铜砚。这是工艺美术大师李铁民

先生的作品，砚堂为瓶，砚背为象，不

仅雕刻工艺极佳，造型生动正确，细部

线条极为细致工整，整方砚台文雅大

气，砚味十足。陈尹然一旁仔细地听

着，观摩过手，心里则暗暗地下定决

心，以后也要学习这门砚雕技艺。不料

几年后，他真的有幸拜了李铁民先生

为师，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砚刻之路。

正式拜师学艺后，小陈是抓紧一

切机会，到上海博物馆揣摩了解青铜

器的各种造型和纹饰，思考着如何应

用到砚雕上。经过多年努力，反复试

稿，他创作的一方青铜纹砚在第五十

五届全国工美交易会上荣获“金凤凰

奖”铜奖。翌年，另一方青铜壶

爵砚又在上海工艺美术精品

展上摘得“金奖”。

砚台雕刻的传统工艺历

史悠久，精深博大。陈尹然本

就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

的雕塑系，所以正好把专业和

砚雕加以结合。除了砚雕，他

还考进工艺美术研究中心的漆艺专

业，跟随王晓明导师学习刻漆工艺与

古琴制作工艺。大漆工艺也是一门非

常难学而又有点“危险”的传统技艺，

人人都知道大漆会“咬人”！当时他刚

接触大漆时，由于操作不当，不慎就被

“咬”得手指通红，好在师傅王晓明是

这方面专家，教他该如何用药，如何防

护过敏，并耐心嘱咐要坚持下去。

王晓明老师是海派刻漆的第四代

非遗传承人，对海派刻漆技

艺有着 40 多年的工艺历程，

他总是教导学生该如何磨制和运用刻

漆刀的刀法，如何掌握大漆的漆性，如

何在漆板上用线条和块面来表现出图

案的美感。这样日复一日地与漆和刀

的交流，虚心向老师求教，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陈尹然的技艺日有精进，作

品也连连在全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上获

奖。然而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谦逊

好学的品性，乐此不疲，深感自己要学

习的路还很漫长！

唐青花五叶瓷罐

仙霞社区的藏书票展览

虎
年
说
虎
枕

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日前一

场“书间精灵方寸精神”的藏书票

展，正在仙霞新村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展览精选了姚延林先

生的 30余件作品，集中展示了藏书

票的独特艺术魅力。

此次展览共展出 30 余件姚延

林先生的藏书票作品，涉及人物、风

景、花鸟等题材。据了解，藏书票是

一种微型版画艺术，外形小巧，被誉

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中蝴

蝶”，蕴含着深厚的艺术、美学与文

化价值。除了精美独特的画面，小小

的藏书票还藏着动人的故事以及票

主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志趣，具有高

雅的艺术性和广泛的社会性。

仙霞新村街道社区活动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姚延林先生是上海的

剪纸艺术家。他创作的藏书票、微型

版画富有民间木版年画和陕北剪纸

风味，十分受大众喜欢。

活动现场，参观者们对每一幅

作品都赞不绝口。许多家长都带着

孩子一起来看这场“家门口”的藏书

票展，感受一下版画艺术的熏陶，参

观了半个多小时，觉得很过瘾。

参观者中也不乏有专业院校的

学生，小邓同学来自东华大学，她

说，“因为我是艺术设计类专业的，

来这之前就了解过关于姚延林老先

生的创作故事，知道他是一位拥有

几十年美术创作经验的人，退休后

又投入到藏书票的创作工作，包括

起草图、绘版、刻作、拓印的每一个

步骤他都很认真，作为一个小粉丝

我要向他学习，认真对待每一幅作

品，争取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精诚所至 乐此不疲

【社区风采】

寅年大吉（篆刻） ■曹醒谷

众缘和合 静观自得（篆刻）

■季金龙

【藏经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