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几年前，我收藏到一组明

代粉彩水盂，共四只。

第一只是黄底釉鼓腹粉彩

水盂（图①）。高6厘米，口径6.8

厘米，底款为“大明年造”蓝色手

写体。外表面画着一对在荷花

丛中戏水的鸳鸯，画面中应是夏

日上午，艳阳高照，荷花怒放，一

只蜻蜓飞舞，两只蝴蝶追逐。

第二只是黑底釉鼓腹粉彩

水盂（图②）。高6.5厘米，口径

4.9厘米，底款为“天下太平”蓝

色手写体。画面中也是一对鸳

鸯在荷花丛中戏水，粗看与第一

只大致相同，但仔细观看又能发

现许多不同之处。或许是手工

绘画的偏差，或许不是同时代制

造，虽题材一样，但画法各异；相

同之处是两者都非常精美。

第三只是绿底釉鼓腹粉彩

水盂（图③）。高8厘米，口径5.2

厘米，底款为“长命富贵”四个蓝

色手写体。画面为三个行走着

的人物，中间是一位坐在车上的

老者，后面推车的是一位小厮，

前面有一位挑着担子的仆童，也

许他觉得后面的人走慢了，正在

回头张望。有意思的是那位推

车小厮后脑勺上随风飘动着两

小撮头发，很是生动有趣。

最后一只是黄底釉鼓腹粉

彩水盂（图④）。高7厘米，口径

5厘米，底款为“长春富贵”四个

蓝色手写体，与前三只底款写法

不同的是“长春”二字是横写

的。整个画面有四个人物，都是

儿童，大概是主仆关系，中间两

人一主一仆，主人头戴发髻并有

一根攒子，双手笼在衣袖里，少

爷样子，坐在滑板上，底下有两

个轮子转动，一个仆童背着一根

绳子在前拉；后面一个仆童手捧

一把长长的芭蕉扇跟着，也许东

西有点重，右手曲着手弯掮着。

前面还有一个小童上身穿红衣，

下身着绿裤，可能是贴身仆童，

地位不一样，此时正转身催仆童

拉快点，画面形象，生动逼真。

查阅资料得知，“大明年造”

“天下太平”“长命富贵”“长春富

贵”等吉祥语均属明代民窑瓷器

常用款识。该款识始于明代景

泰年间，成化、弘治、正德、天启、

崇祯历朝皆有，其中以崇祯朝最

为常见，正德次之。各个朝代的

落款位置均在底面中心，字体以

楷书为常，款字排列除正德有四

字单行款外，其余均为四字两行

排列。款字多用蓝字书写于青

花双重圈内等。

值得一提的是，水盂底款中

“长命富贵”“长春富贵”中的

“富”字头上都少了一点，这也是

明代瓷器的常见写法，不是为了

避讳缺笔，而是体现了当时民间

“富不出头”的传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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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胎皮灯又称宫灯，俗称薄

胎灯，是景德镇的特种工艺产

品，为薄胎瓷中的佼佼者。它为

纯手工制作，胎质“白如玉、薄如

纸、明如镜”，似乎没有里胎，真

正是“白胜霜雪、薄如蛋壳、轻若

鸿毛”。景德镇生产的薄胎皮灯

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这盏金地万花薄胎皮灯高

23.5厘米，灯罩高14.5厘米，胸径

12.5厘米，上口径6.5厘米，下口

径6厘米，灯托高9厘米，底座直

径8.5厘米。本款万花皮灯“金

地万花”，顾名思义，指器物以金

彩打底，并与粉彩装饰结合，绘

制各色花朵将整个画面填满，不

露瓷底，也不露花朵枝干，极尽

工巧。百花如同天女散花，浮于

空中，故亦称“百花不落地”。

“百花不落地”是清代乾隆、

嘉庆时期景德镇流行的一种粉

彩瓷器，以花卉为装饰题材，又

称“万花锦”“万花堆”“万花献瑞

图”等。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

展的鼎盛时期，御窑厂荟萃了名

师巧匠，无论数量、质量都达到

了历史的顶峰，“百花不落地”的

装饰风格就在这个盛世间应运

而生，专供皇室使用。据《乾隆

内务府纪事》中记载，这种图案

的器物为寻常赏花时所用，有

“万花献瑞”之吉意。当时曾明文规定：“年节

用‘三阳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午节

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祝寿用

‘万寿无疆’……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

时令烧造。”不同纹饰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可

见当时人们心中对于纹饰的态度并不仅是美

的观照，还有寓意。

景德镇薄胎陶瓷源于北宋影青瓷，成型

于明代永乐年间。薄胎陶瓷灯作为薄胎陶瓷

的一个品种，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及成型的

高难度，最早只是作为宫廷的装饰灯具。其

瓷体厚度约1毫米，轻轻敲之，声音清亮如

磬；瓷体外形饱满、圆润，釉彩发色艳丽，附着

性极好，釉面也不怕摩擦蹭刮，便于清洁。

在制作工序方面，须经3次高温烧制，烧

制温度超过1300摄氏度，因此在耐高温特性

上无与伦比，在用明火照明的情况下，时间再

长也不会影响灯罩，更不会有异味、褪色等问

题；因采用秘方配料，其透光性极好，比普通

磨砂玻璃在透光性上更胜一筹，其透出的光

线更显温和柔美。

皮灯制作繁琐，从配料、拉坯、修坯、上釉

到绘画、烧制，须经四十多道工序，全部采用

手工，分三次烧成。尤以利坯和艺术加工最

为精细。利坯要经过粗修、细修、精修等百次

修琢，才能将二三毫米厚的粗坯修至0.5毫米

左右。胎体厚度大多在1毫米以内，人们称

之为：“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它

轻巧、秀丽，做工精致，透光性好，是中国景德

镇传统艺术名瓷之一。

瓷都景德镇人传承了薄胎陶瓷的千年绝

技，如今发展出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现代薄胎

陶瓷灯具。其晶莹透亮如月、洁白温和如玉、

轻盈圆润如脂，代表了当前景德镇现代薄胎

陶瓷灯罩最高的工艺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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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拂，玉兰银花吐蕾，

美不胜收。此时，欣赏开在邮票

中的玉兰花，亦别有情趣。

2005年3月，国家邮政局发

行了一套《玉兰花》特种邮票，共

4枚，邮票图名分别为“玉兰”

“山玉兰”“荷花玉兰”和“紫玉

兰”，每一枚的面值都是80分，

影写版印，由龚文桢负责画面设

计，郝旭东负责边饰设计。这套

邮票采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绘

画方式，分别以绿、蓝、紫、青四

色为底色，衬托玉兰花艳丽高

洁、芬芳怡人的特点，给人带来

美好的艺术享受。

玉兰，别名白玉兰，也称应

春花、望春花、玉树或玉堂春，因

其“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

兰”而得名。玉兰为木兰科落叶

乔木，在我国已有2500年栽培

史，先花后叶，早春盛开，花朵硕

大，洁白如玉，一干一花，单生于

枝顶，朵朵向上。那成片绽放的

玉兰，远看如雪山琼岛，蔚为壮

观；近观似缟衣霜袂，秀丽高雅，

美不胜收。

玉兰花不为缁尘所垢，其冰

清玉洁之质，素净莹润之容，博

得文人墨客称颂备至，如明代书

画家文徵明直言玉兰：“绰约新

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我

知姑射真仙子，天遣霓裳试羽

衣。”明代书画家沈周在《题玉

兰》诗中吟道：“翠条多力引风

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

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明代

画家王谷祥在《玉兰》诗中赞叹：

“皎皎玉兰花，不受缁尘垢。莫

漫比辛夷，白贲谁能偶。”清代康

熙皇帝喜欢玉兰，特地从江南运

回，移植于御花园，在《玉兰》诗

中写道：“琼姿本自江南种，移向

春光上苑栽。试比群芳真皎洁，

冰心一片晓风开。”

玉兰花瓣肥厚脆嫩，可入

馔。清代《花镜》称“其（花）瓣择

洗清洁，拖面麻油煎食极佳，或

蜜浸亦可”。据《清稗类钞》记

载，当时江南一些寺院的素食

中，也有用玉兰花入馔的。玉兰

花可以入药，其性温，具有消痰、

益肺和气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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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枝头品玉兰

砚亦称为砚台、砚田、墨池

等，它与笔、墨、纸合称文房四

宝，是我国传统书法的必备用

具。在古代，当冬天温度降至冰

点以下时，砚池里的墨汁就会结

一层薄冰，舔墨时笔和墨就会粘

在一起。为了让墨汁不被冻住，

古人发明了暖砚，用火或热水持

续供热，使墨汁保持在零度以

上，让书写不再费力。

暖砚最早起源于何时已不

可考，现存最早的暖砚是1982

年在甘肃灵台县百里镇北宋中

晚期的窖藏中出土的一方陶暖

砚。宋人王之道《和张文纪咏雪

二首》有诗云：“三杯强沃浇肠

酒，一捻聊分暖砚盐。”到了明清

时期，暖砚被广泛使用。据史料

记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

由于天气寒冷，暖砚便成了京城

各级官吏的标配。

暖砚的材质多种多样，常见

的有歙石和松花石的，还有用

金、银、铜、玉、陶瓷等材料制成

的。造型有正方形、长方形，还

有六边形、八边形、圆形、鼓形

等。暖砚的功能可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水暖型”，即在墨堂之下

凿出空腔，通过注入热水使砚面

的温度升高。另一种是“火暖

型”，即在砚面之下设置底座，一

般用金属制成砚匣，引入炭火烧

烤或置放油灯加热。

藏友江老师最近淘到一件

清代暖砚，为了得到这方暖砚，

他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如

愿。江老师非常开心，特邀请我

一起品鉴。

这方暖

砚呈石鼓状，褐

色，腹径16厘米，

高8.5厘米，重257克，材质为红

丝石，分砚盖、砚台、砚座三部

分，构思精巧，制作精良。外壁

通体雕刻着“暗八仙”图纹，为葫

芦、芭蕉扇、宝剑、荷花、渔鼓、横

笛、花篮、阴阳板，雕刻刀法娴

熟，线条流畅。盖面雕刻着波浪

纹和卷草纹，其中的卷草纹似在

随风舞动，轻盈潇洒，极为灵

动。盖的边沿和外壁下部均装

饰有一圈鼓钉纹。揭开砚盖，里

面圆形的砚台色彩艳丽纹理独

特，如彩虹似江河，自然飘逸，美

轮美奂。砚台之下是中空的砚

座，一旦注入滚水，升腾的热气

便可提升砚台的温度，使得在砚

台上研磨的墨汁浓淡适宜，不干

不冻。暖砚底部中心，有圆形内

凹，内有楷书“子孙永昌”四

字，左边有“文”“治”的篆

体印章，字迹疏密有致。

这方红丝石暖砚石

质温润，色泽古朴，纹理

丰富，包浆自然熟旧。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暖

砚雕琢成石鼓的形状也

大有寓意。鼓是精神的象

征，古时的战场上，衙门前多设

有鼓。激昂的鼓声让人精神振

奋，士气倍增。孜孜不倦的文人

用此石鼓形暖砚研墨写文章，想

必也会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

助。小小一件红丝石暖砚，既实

用又融艺术于一体，是案头不可

多得的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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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红丝石暗八仙纹石鼓暖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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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金地万花薄胎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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