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长春 马洪

葫芦原产于印度和非洲，
在我国种植也很久远。《诗经》
中有9篇写到葫芦，如《豳风·
七月》就有：“七月食瓜，八月
断壶”，摘葫芦的记载；壶、匏、
瓠等，都是葫芦的别称。

在古代葫芦被视为吉礼、
吉事中的吉器，文献有载：“合
卺，夫妇之始也。”将一只葫芦
作一对瓢，以绳线相连，用以
饮酒合婚，称为“合卺”，象征
新婚夫妇连为一体，幸福美
满。葫芦爱生长、能蔓延、多
果实，葫芦谐音福禄，被民间
赋予辟邪趋吉、多子多福、万
事如意等寓意和文化内涵。

葫芦题材绘画在明代尚
未独立为一种画科，多附属于
人物画或以人物为配景的山
水画中。举凡道释、钟馗、高
士或行乐图，多有葫芦作为配
饰者，或以祝寿、祝福为主题
的人物画，也常出现葫芦形
象。此时葫芦的功能多为容器或法器，
或以吉祥寓意的象征符号出现，均为画
面配角，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到了清
代，在“扬州画派”代表画家金农、罗聘
等人画作中开始出现葫芦，但还未盛
行。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吴昌硕、齐白
石等名家将葫芦作为独立形象画入作
品中，由此确立葫芦在绘画中的地位。

葫芦是蔬果题材中较为常见的绘
画小科目，齐白石创作数以百计的葫芦
题材绘画，他继承吴昌硕的笔调，意境
又有创新，葫芦是他挚爱的画科，“因喜
葫芦能解笑”，相伴其一生，他的绝笔画
即是一幅被称为神品的《葫芦图》。白
石老人画葫芦，多以没骨法加以表现，
以大笔水墨画叶，以藤黄画果，用枯笔
勾勒藤蔓，葫芦鲜艳明亮，以色彩取胜。

白石老人这帧册页简笔《葫芦图》
（见图），笔者初见眼睛一亮，叹为绝
妙。也就是用了五六笔吧，他随性勾画
出一个栽倒的葫芦，笔墨简之又简，线
条凝劲老辣，形态可人。白石老人的有
些作品，有着儿童画一般的天真和稚
趣，这是他由简到繁、繁复归简的艺术
感悟历程。“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
葫芦彰显齐白石这句著名的画语。

生动写实的胡人吃饼骑驼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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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采用镂空工
艺雕刻而成。牡丹花
瓣积釉处色深，瓣沿则
露白筋，深浅结合，花
朵愈加立体生动，娇嫩
婉转之姿，令人动容。
整体器型端庄挺拔，秀
美隽雅。该器在北京
保利 2022 春拍会获价
10.35万元。

明代龙泉窑青釉
镂空花卉套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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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风秋韵·蔡宗伟书画精品特展”
在晋江举办

“大中元年”铭越窑青釉划花执壶
越窑青瓷有着山峰一

样的翠绿色，这种迷人而充
满生机活力的釉色让人如
痴如醉。怪不得晚唐诗人
陆龟蒙在诗歌《秘色越器》
中如此赞美：“九秋风露越
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
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
遗杯。”

这是一件生产制作于
唐代的“大中元年”铭越窑
青釉划花执壶（见图），高
27、口径 10.3、底径 9.9 厘
米，上海博物馆藏。这件越
窑青釉划花执壶的釉色就
与诗人陆龟蒙所唱的“千峰
翠色”十分贴合。

这件越窑执壶器型修
长秀丽，釉色均匀润泽，肩
部设有双系，用于系绳以提

取方便。器身浅浅地刻划
有花卉纹，花瓣硕大，姿态
可人，线条流畅自如。此执

壶整体做工精致、规整大
气，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陶瓷
精品。更为难得的是，在壶
身上、长把手的右侧，自上
而下刻划有“会昌七年改为
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
故记之耳”铭文，铭文自左
至右排成两行，这十分明确
地表明了此壶制作的年代，
即它是唐代大中元年（847）
所生产制作的，因此它可以
作为唐代越窑执壶的标准
器，在鉴别和比对越窑青瓷
器物时发挥重要作用。

执壶在唐代主要流行
于中晚唐时期，生产数量较
多。这种执壶既可盛开水
作为茶瓶或汤瓶用以注汤
点茶，亦可盛酒作为酒注使
用。

越窑青瓷与唐代的饮
茶风尚关系密切，其瓷质造
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
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
了越窑青瓷的形制。从唐
宣宗李忱大中元年起，唐代
进入约五十年的晚唐时
期。唐代晚期，越瓷的原料
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瓷
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
坯泥在成型前经过揉练，瓷
胎细腻致密，不见分层现
象，气孔也少，呈灰、淡灰或
淡紫等色。器型规整，碗、
盘、执壶等胎面光滑，釉层
匀净。特别是晚期，坯体显
著减轻，圈足纤细或外撇，
制作十分认真。釉料处理
和施釉技术也有很大的提
高。 （尼松义）

■陕西西安 马小江

山西博物院珍藏着一件胡人吃
饼骑驼俑（见图）。该俑制作惟妙惟
肖、栩栩如生。

这件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出土
于山西省太原市沙沟村的斛律彻
墓。据史料记载，墓主斛律彻为北方
高车人，家世显赫。他曾任北齐假黄
钺、使持节、相国、朔州刺史等官职。
其远祖是敕勒部首领，曾率部投附北
魏，担任朝廷要职，他的曾祖父斛律
金善骑射，官至北齐丞相，他的祖父
则是北齐著名大将斛律光。至隋朝
时，斛律家族已完全与华夏文明相
融。

在斛律彻墓葬中，陶俑的数量很
多，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一些生活场
景。其中，骑骆驼俑有两件，我们现
在看到的这件胡人吃饼骑驼俑高45.7
厘米，形象颇为生动。骆驼体格健
硕、神态生动，曲颈昂首，张口作嘶鸣
状。骆驼背上满载货物，有一名胡人
长着浓浓的眉毛，深目高鼻，坐在货囊
上。他头戴圆顶毡帽，身穿圆领窄袖
长袍，腰系带，左手半握，原本手中应
当拿着什么。骆驼昂首站立在长方形
托板上，双峰间垫着毯子，驮着丝绢、
皮囊等物品。最有趣的是他右手还
抓着一个饼子，正美滋滋地咬下一大
口，双目舒展，两眼微闭，满脸的笑
意，仿佛在告诉人们，那是世间最美
味的食物。他边走边吃，想来路途辛

苦，来不及休息就要急着赶路。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位胡商

手里的饼子，当地称为“馕”，是一种
可存放很久的食物，传入中国后，被
称为“胡饼”，当时上至贵
族，下至老百姓，都很喜欢
吃。骆驼被誉为“沙漠之
舟”，是最易于在沙漠上
行走和运输的动物。从骆
驼背上所驮的货物来看，
也是当时贸易往来中的大
宗商品——丝绸和绢帛等
纺织品。这也说明当时
的胡商来到中原，卖掉
带来的金银器皿、宝石
和香料等货物后，再将
当地的丝织品带走返
回，而且数量很大。它
们不仅丰富了统治者的
生活，也为广大人民带
来实惠。像馕这种食物
流泽至今，丰富了人们的口
味，这种传播对中国饮食文化
的发展也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这件陶俑反映了丝绸之路上贸
易往来的景象，当时达官贵人与这些
远道而来的商人接触频繁，而由他们
带来的各地商品与生活习俗则渐渐
融入市井，成为后世中华大地上人间
烟火的一部分，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
与内地汉族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带
来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礼俗、文
化、艺术等，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

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骆驼、大袋、胡饼、胡商，共同为

我们展示了一个丝绸之路上文化交
流、商业流通的画面，也是那个时代
中华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最好见证。

每周一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