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丽

岁朝清供水仙盘
“澹墨轻和玉露香，水中仙子

素衣裳。”水仙花能在寒冬腊月展
翠吐芳，春意盎然，祥瑞温馨。人
们用它庆贺新年，作“岁朝清供”的
年花。

水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唐末
五代时期进入中国。据唐代《北户
录》记载，晚唐诗人孙光宪在江陵
任职时，波斯人穆思密赠送他几株
水仙，种在水器中，经年不萎。据
此推算，水仙在我国至少有一千多
年的栽培历史。因其清绝出尘的
仙人之姿、坚贞乐观的君子之德，
备受历代文人的吟咏，也有了多个
雅称，如凌波仙子、洛神香妃、金盏
银台、玉玲珑、翠袖玉英等。古代
匠人也爱将这种“水沉为骨玉为
肌”的年花融合成一种装饰纹饰，
赋予更多的祝福意味。

这是一件明代早期的剔红水
仙花纹圆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此盘可见剔红水仙花纹饰在圆
盘框架内完美呈现。圆盘内外边
髹黄漆素地雕朱漆花纹，盘内雕重
叠环绕的盛开水仙，花叶均密刻筋
脉，层次清晰，错落有致，颇具新
意，令人赏心悦目。盘背边圆雕卷
草纹。底黑漆正中“乾隆年制”楷
书款为后刻。剔红又名“雕红漆”

或“红雕漆”，一般以锦纹为地，花
纹隐起，华美富丽。一件小小的剔
红盘、盒、盏，可不是一般人能用得
起的。据记载，在明代一个剔红盒
的价格等于当时一个长工一年多
的工资，价格足够一家八口人食用
一年。

还有一件清代雍正粉彩灵芝
水仙纹盘，同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此盘高 3.4厘米，口径 15.5厘
米，足径 9.9厘米。盘撇口，弧壁，
圈足。造型规整，胎体轻薄。通体
施白釉，釉质洁白。盘心饰粉彩灵
芝水仙花纹饰。水仙白根绿叶白

花黄蕊，姿态妖娆妩媚、灵动生趣，
象征着长寿仙草的灵芝点缀其
旁。整幅图疏朗清晰，颇富清雅之
神韵。此盘纹饰线条舒展流畅，物
象立体感强，粉彩色调明丽娇嫩，
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古人将水仙与兰花、菊花和菖
蒲，一起并入花中“四雅”；或将梅
花、山茶花、迎春花与水仙，一起并
入雪中“四友”。岁华摇落，百卉凋
零，寒冷的冬天里，家中的案几上
清供一盆水仙，品鉴这样两件纹饰
精美的水仙盘，纵然残雪未消，依
然春意满堂。

明代剔红水仙花纹圆盘 清代雍正粉彩灵芝水仙纹盘

□朱刚

明徐渭《青藤书屋图》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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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积良

笔筒上的“二龙戏珠”

方寸凌苍穹 太空筑家园
——品赏新发行的《中国空间站》纪念邮票

□周洪林

梅瓶上的“岁寒三友”

□马小江

小兔砚滴意趣生

□穆秀珍

随着搭载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3名航天
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中国载人
航天史上实现了首次“太空会
师”。为纪念中国载人航天这一历
史性时刻，中国邮政于 2022 年 12
月 25日发行《中国空间站》纪念邮
票一套4枚（见图）。该套邮票采用
连票设计形式，画面以深蓝色为主
色调，体现太空的神秘、浩瀚，分别
通过“天地往返、空间科学、出舱活
动、太空家园”四个主题，展现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来从地球家
园走向浩瀚宇宙，不断圆梦的辉煌
历程。

第 1枚：“天地往返”。邮票画
面以腾飞的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
为前景，背景展现了中国空间站建
造过程中发射载人飞船、货运飞
船、核心舱等舱段使用的三型火
箭，以及测控船、测控雷达、测控卫
星返回舱等丰富内容。

第 2枚：“空间科学”。邮票画
面以图标形式展现了空间生命科
学、微重力燃烧科学、微重力流体
科学、空间天文与天体物理、微重
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
新技术、空间地球科学等不同的空
间科学实验类型。

第 3枚：“出舱活动”。邮票画
面描绘了两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
空开展出舱活动，分别在机械臂上
和舱壁上执行舱外作业任务的场
景。

第 4枚：“太空家园”。邮票画
面以环绕地球的中国空间站为主
体，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呈现了广
袤无垠的宇宙空间，体现出建设航

天强国、营造太空家园、探索未知
宇宙的寓意，寄托着和平利用宇宙
空间、开放共享造福人类的美好愿
望。

“方寸凌苍穹 太空筑家园”，品
赏《中国空间站》纪念邮票，方寸之

间精彩呈现了在浩瀚宇宙中筑起
的中国家园，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星空印记。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中国航天人“欲与天公试比高”，创
造的人间奇迹，让国人心潮澎湃，
让世界为之而震撼！

寒冬腊
月，万木萧
条，百花凋
零，而松树、
竹子和梅花
依然生机勃
勃。松、竹
经冬不凋，
梅花凌寒怒
放，因而被
人 们 称 为

“ 岁 寒 三
友”。文人
雅士喜欢托
物言志，自
古以来，国
人对松树就
怀有一种特
殊的情感，因为它坚强，常被用来象征坚强不屈的
品格。竹子挺拔、刚正不阿、清秀俊逸的形象，更是
君子的象征。凌寒盛开的梅花，在天寒地冻、万木
不禁寒风时，却能独自傲然挺立，幽幽冷香随风袭
人，便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与描摹的对象。在瓷
器上，“岁寒三友”也是匠师们经常表现的题材。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1957年3月出
土于明代墓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该瓶胚体白而
坚致，小口、短颈、溜肩，肩以下逐渐收敛，体形修
长，底面有刮削痕。盖作钟形，火焰形钮。通体施
白釉，白中略泛青，釉质细腻滋润，底露胎。盖为红
地白花，满绘牡丹，颈部绘蕉叶纹，肩以下白地红
花，分为五组纹饰，如意纹、卷草纹、缠枝菊花、海
水、变体仰莲为辅助纹饰。腹部用较大的篇幅绘
松、竹、梅，并以湖石、山茶、芭蕉衬托，组成了岁寒
三友的主题画面，夹饰芭蕉、山石、花卉。其下绘波
涛海水纹，胫部仰莲一周。

总体观之，梅瓶浅足沙底，盖成铎形，釉质细
腻，釉里红发色欠佳，窑变黑色。但该器造型优美，
色彩凝重华丽、纯正鲜艳，器型完整无缺，主题纹饰
与辅助纹饰和谐得体，美中不足的是其釉里红的釉
色欠佳，但瑕不掩瑜。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属官窑出品，在
制作技术上，该器是由匠师先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
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但高温
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
得。故被视为国宝级文物，它也是现存唯一一件带
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

另外，有关对“梅瓶”的解释，清末许之衡在其
瓷器专著《饮流斋说瓷》中说：“梅瓶口细而颈短，肩
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
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这只梅瓶构思巧妙，匠心独运，美轮美奂。赏
着它，让人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而惊叹！

兔子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喜爱的小动物之一，老
百姓一直把它视为吉祥之物。我国古代神话《嫦娥
奔月》，与嫦娥相伴的就是玉兔。古之文学作品常
将“玉兔”喻为明月，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冰兔
半升魄，铜壶微滴长”之说。兔子在十二生肖中排
第四，是长寿的象征。

这个小兔砚滴，铜质。一只模样可爱乖巧的小
兔子蹲在地上，臀部肥硕 ,尾巴微曲向下，前肢直
挺，像是发现了什么，头部扭向身后，两只长耳朵向
上竖起，双眼圆睁，好像准备伺机而动。小兔砚滴
造型新颖，设计别致，造像写实，雕琢细腻。它不仅
是文房实用品，同时也极具观赏性。

砚滴为注水入砚的文具，也称水注、水滴、书
滴，有单独的进水口和出水孔，出水细缓，是古人研
磨时的注水器。那古代的砚滴到底是如何使用的
呢？清代胡煦《周易函书别集》中提到：“书滴，上下
两孔，故可以泄水。此即坎卦上下两阴而中阳流动
之义。若使塞其易控，则一孔不泄。”可见，古人使
用时先用手指按住背部的孔，在砚台上一松，器身
里的水便会由出水孔流出，一按便停止，控制研墨
时水流量的大小极为方便。

砚滴最早为铜制，之后出现了陶、瓷、玉、石等
其他质地，砚滴的形制也多样，常见的为动物造型，
有蟾蜍、天禄、鱼、鸡、熊等，其他还有桃子、莲蓬、船
形砚滴。砚滴以形制奇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
备受青睐。传世的砚滴中，有很多是艺术珍品，其
赏玩性远远大于实用功能。苏轼的《夜直玉堂携李
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有云：“暂借好
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
入灯花欲斗妍。”可见文房小器砚滴，既重实用又助
文思，既绘意境又寄情怀。砚滴虽是案头小物，却
能看出古代文人墨客精致的生活态度。虽然是件
注水用的东西，却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艺术性，成
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古人在读书著述的同时，也
将这文房的雅玩从艺术的角度推向了极致。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别
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
等。明代绍兴府山阴人。其诗文、
书画、戏剧均独树一帜。徐渭曾作
《青藤书屋图》，今见有多幅同题材
作品，权作介绍，供分享品定。

其一（见配图），初刊于1929年
2月第 442期《上海画报》，编者注：

“徐青藤画青藤书屋图，戈公振先
生赠。”戈公振，名绍发，字春霆，江
苏东台人，民国时期名记者，时在
上海申报馆任职。1932年 9月第
58期《湖社月刊》再度刊登此作，编
注：“明徐青藤《青藤书屋图》，金潜
庵藏。”金潜庵，名画家金城长子，
民国湖社画会创办人，亲任湖社总
干事，出资创办《湖社月刊》，并参
与编辑、发行工作。1936年《支那
南画大成》第九卷亦收录此作，后
辗转由李初梨先生收藏。李初梨，
四川江津县人，老革命家。1983年
将其所藏五百余件珍贵文物捐献
给重庆博物馆。该徐渭《青藤书屋
图》收录于 1986年 12月重庆出版
社印行之《李初梨珍藏书画选》。
作品立轴纸本，淡彩设色，纵
104cm、横 39cm。款识：“几间东倒
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天池渔
隐徐渭写。”钤印：“青藤（朱文）、徐
渭之印（白文）、湘管斋（朱文）。”
《画选》称：“此幅《青藤书屋图》及
其题识，极有名，是可想见其为
人。文长草书，飘逸放纵，极飞动
酣畅之致。”经比对，与《上海画报》
《湖社月刊》等所刊《青藤书屋图》
为同一幅。

其二，考古学家郑德坤先生旧
藏。郑氏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名

其室“木扉堂”。程曦所著 1966年
出版的《木扉藏画考评》中对此图
有所介绍：“徐渭青藤书屋图轴。
纸本设色。款识：‘青藤书屋。几
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徐渭自遣。’印鉴：徐渭（朱文）、天
池山人（白文）、湘管斋（朱文）。”曦
案：“传世者另有《青藤书屋图》，题
句亦同，尾署‘天池渔隐徐渭写’。
曾影印于《中国名画集》（第十八
集）及《支那名画宝鉴》。”

其三，刊于1934年12月第1185
期《北洋画报》，编者注：“明徐文长
绘青藤书屋图。蕉雪山房王氏鉴
藏，君宜赠刊。”画报刊图不甚清晰，
题字基本可辨识：“几间东倒西歪
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丙寅春二月，
天池山人徐渭戏之。”“青藤书屋
图。嘉靖丙寅二月作画以自遣，立
夏日重题。山阴天池山人。”按落
款，该画戏作于嘉靖丙寅（1566），即
幕主胡宗宪离世后一年，此时的徐
渭精神已大受刺激，生活陷入困
顿。题句“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
腔北调人”，带有自我嘲讽的意味，
也是其怀才不遇、潦倒一生的真实
写照。此幅今已下落不明。

其四，见于上海敬华2010秋季
艺术品拍卖会图册。拍品：“徐渭
青藤书屋图。立轴，设色纸本。长
101cm、宽 45cm。”款识：“青藤书屋
图。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
调人。天池徐渭自遣。”钤印：“青
藤、天池山人、田水月、赏敝庵、湘
管斋。”该幅与木扉堂所藏描述近
似，画面又多出二仙鹤，《木扉藏画
考评》未有提及。钤印亦有所不
同。日本内藤虎、长尾甲曾题签。

收录于1978年日本讲谈社《水墨美
术大系》第十一卷。

除《青藤书屋图》外，万历庚寅
（1590）秋徐渭尚作有《青藤书屋八
景图记》，收于中华书局 1983年出
版之《徐渭集》。此外，万历戊子
（1588）徐渭曾撰《省祭望山董公墓
志铭》，叙及青藤书屋之营造格局，
可资参考。

笔筒是文房案头重要的文具，供
放置毛笔用，虽未列入笔墨纸砚文房
四宝之列，但仍受文人偏爱，故笔筒制
作都很精美。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较
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
杨木、红木等。一般来讲，清代木制笔
筒做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意境
深幽，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
以花卉居多。

图中这件清代笔筒取紫檀木精心
制作，直筒式，高12.5厘米。镶有脐状
底，为的是给木料经历冬夏热胀冷缩
留有余地，这是老的木质笔筒的共
性。此笔筒造型古雅，雕有“二龙戏
珠”图案，二龙穿云驾雾，上下翻腾，栩
栩如生。雕工精致，细腻入微，层次清

晰，疏密有致，包浆丰厚，似玉如脂，工
匠的巧夺天工，制成颇具文人雅趣的
笔筒，实为不可多得。

值得一提的是笔筒上“二龙戏珠”
图案。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两栖动物，
它产生于华夏图腾文化，远古的三皇
五帝均以龙作为图腾。珠，即珍珠、夜
明珠，龙珠可避水与火，是吉祥的象
征，民间喜欢在佳节或庆典时举办舞
龙表演以示庆贺。舞时由一人持彩珠
（也叫彩球）与双龙戏舞，或称二龙戏
珠或双龙戏珠。这一舞龙形式及以后
出现的“二龙戏珠”绘画图案，都是由
一个民间传说引申而来。相传天池山
中有个深潭，有两条青龙在此修炼，它
们关心附近百姓的疾苦，时常行风播
雨，使百姓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太平日
子，两条龙也备受人们的爱戴。天池
潭也是天宫仙女们洗澡的地方，每当
月静风清时，仙女们就到这里洗澡嬉
戏。一次，仙女们在池中正洗得尽兴，
一个浑身长毛的怪物猛扑过来，对裸
身的众仙女进行调戏，她们高呼求
救。两条青龙听到呼救声，立即披甲
持械奔向天池潭，见是一只熊怪正在
撒野，二龙齐心英勇奋战，将熊怪捉
擒。众仙女把青龙搭救之事告诉了王
母娘娘，王母深受感动，从宝葫芦里取
出一颗金珠，给青龙送去，助它们早日
修炼成功。金珠只有一颗，它们谁也
不想独吞下去，你让给我，我推给你，
推来让去，一颗金珠在二龙之间蹿上
跳下，金光闪闪。这就是“二龙戏珠”
的由来。

最近，一款“腥味”十足的手工T
恤在西方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它把
活鱼、龙虾等的形态用颜料直接拓印
到布料上面，浓郁的海洋气息扑面而
来，且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极富个
性活力。这种鱼腥T恤的设计灵感其
实是来源于日本的一项古老技艺——
鱼拓，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鱼拓，简而言之就是将鱼的形态
印在纸上，直接反映鱼的种类、形状和
大小，是一种古老的“存真术”。现在
普遍认为鱼拓起源于日本庄内藩，用
以记录渔夫捕鱼的收获和成绩，最早
叫“鱼折”或“胜负图”。由于它主要传
承了中国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碑拓技
艺，后改称“鱼拓”。武士道盛行时期，
日本贵族钓到大鱼必自我夸耀一番，
将战利品拓印上纸，写下于何时何地
钓到大鱼，然后题名盖章，赋诗一首，
再装裱悬挂起来。目前有关鱼拓的记
载最早可追溯到 1839年的一幅作品，
现藏于日本鹤岗市乡土资料馆。

一开始人们用单一的墨汁为染料
做成黑白鱼拓，后来逐渐发展出彩色
鱼拓，色彩层次越来越丰富，制作过程
越来越考究，功能也从单纯的记录转
变为艺术欣赏和收藏为主。一幅精致
的鱼拓作品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可谓栩
栩如生，活灵活现。鱼拓是一种由鱼
本身与人类一起协作而造就的艺术
品，鱼既是创作的对象，同时也是创作
主体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和魅力就在
于“拓”，所拓形体讲究绝对真实，只有
鱼眼睛是画上去的。

中国可考最早的鱼拓作品，是末
代皇帝溥仪的堂哥溥心畬（溥儒）在
1958年创作的。艺术造诣极高的溥先
生创作了一系列朱砂鱼拓，使这门技
艺传播开来。但鱼拓艺术在我国真正
兴起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

鱼拓制作步骤大致分为清洗、固
定、上色、拓印、点睛及题字盖章，制作
方法分为直接拓法和间接拓法。直接
拓法就是直接在鱼身上涂抹颜色，然
后覆纸按压而成，能够在 5到 20分钟
内完成一幅作品；间接鱼拓是先在鱼
体上覆宣纸，用白碱水润湿令其紧贴
鱼身，获得鱼形后再均匀吹干，然后用

拓包沾上各色颜料在纸上轻轻拍打，
从鱼背部颜色深的地方开始拓印，如
此制作的鱼拓，鳞片、鱼鳍的形态会更
加精细。

中国知名鱼拓艺术家谢春明创作
过一幅由一百条鱼构成的大型鱼拓作
品《气贯长虹》，获得 2017年海牙中国
鱼拓艺术展金奖。鱼拓纸上鱼似在水
中游，比国画更逼真，比油画更传神，
灵气盎然，尤其鱼鳞凹凸有致，精美璀
璨如宝石浮雕，具有笔画绝对描不出
来的艺术效果。创作这幅作品，谢春
明花了 29天时间，使用了叠拓等高难
技巧。而即使成功拓下 99条鱼，如果
最后一条失败，那整个作品也只能功
亏一篑。因此他说，要创作出优秀的
鱼拓作品，必须非常细心、有耐性，还
要有较深厚的艺术修养。

另一位鱼拓大师杨阿永历时三年
创作的《千岛湖锦鳞图》，全长34.8米，
高 1.04米，以“百条鱼、百首诗、百方
印”为主题，汇集了千岛湖 87种鱼类，
共计188条，堪称鱼拓作品世界之最。

对于许多我们不曾见过、听过或
是濒临灭绝的珍贵鱼种来说，鱼拓是
它们在地球上存在过的证明，这也是
另一种纪念与陪伴。欣赏过美轮美奂
的鱼拓作品，我们更应该加倍爱护地
球家园。

传统技艺的传承需要不断创新，
把鱼拓跟时尚服饰结合起来，就是一
种很有实践意义的尝试。易学易会，
简繁皆宜，这也正是鱼拓艺术的一大
优点所在。翻出家中的笔墨纸，每个
人都可以享受鱼拓的乐趣，或许还会
成为又一个鱼拓艺术家。

□邢洁

“鱼拓”惊艳时尚街头

东海渔夫的鱼拓作品

清代“二龙戏珠”紫檀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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