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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郑言

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
耳扁壶（见图），天津博物馆
藏。这件扁壶为仿古铜器
扁壶形制，尺寸为高57.1、
口径10.6厘米。其颈部有
两个透雕夔龙形耳，腹部两
面开光内斗彩绘江南农耕
小景。宋代诗人释智愚有
诗云：“烟暖土膏民气动，一
犁新雨破春耕。”

斗彩起源于明宣德时
期，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瓷
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有争奇
斗艳之意。清乾隆款斗彩
农耕图双耳扁壶制作工艺
精致，釉下青花的轮廓描绘
细腻，填色精准，反映出当
时瓷器绘画工匠的严谨。
壶侧用青花勾纹饰，内填矾
红色花卉，间绘蝙蝠、莲花、
如意、万寿、编磬图案，寓意
家园长庆、福增寿长、吉庆
如意。底部钤青花“大清乾
隆年制”款。

《耕织图》最早为南宋
时的楼璹所绘。他在任于
潜县令时，跑遍于潜县治十
二乡之周边乡村，深入田头
地头，出入农家，与当地有
经验技术的农夫蚕妇研讨
种田、植桑、织帛等经验技
术得失，绘制出《耕织图》45
幅，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

幅。《耕织图》描绘细致入微
又富有艺术感染力，为研究
农业特别是农具留下了无
法从文字资料中得到的珍
贵资料。他将图呈献给宋
高宗，得到高宗赞赏和召
见，并将《耕织图》宣示后

宫，获得吴皇后题词，一时
朝野传诵，从而引发“耕织
图”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康
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
二次南巡时，意外得获《耕
织图》，感慨织女之寒、农夫
之苦，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

以楼璹原作为基础重绘《耕
织图》。康熙不仅每图亲题
七言律诗一首，且于图前亲
书序文，并于序首、序尾盖
印。其后，乾隆帝又收集和
翻刻《耕织图》，该图的摹刻
之风和推广在中国历史上
形成第二次高潮。《耕织图》
不仅出现多种翻刻版本，而
且还被移植到其他艺术之
中。如在瓷器彩绘中，《耕
织图》成为一种特殊题材和
特有纹饰，多用青花或五彩
表现，采用中西相参的画
法，精美非凡。

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
耳扁壶，两面各绘耕地和耙
耨两个场景。如“耙耨图”
中，农夫头戴斗笠，立于耙
上，执鞭催牛，叱牛牵引，正
在一片水田里耙地。田边
坡地起伏，青草萋萋，鲜花
盛开，树木葱绿。空中祥云
飘飘。近处两棵绿树挺拔，
田埂上站立一只家犬，正在
观看主人劳作，平添了几分
生活情趣。从图可见正值
江南春寒料峭、春雨绵绵的
时节，农民为不误农时，栉
风沐雨，坚持耕作，稼穑艰
难可想而知。康熙帝曾为

“耙耨图”题诗云：“每当旰
食念民依，南亩三时愿不
违。已见深耕还易耨，绿蓑
青笠雨霏霏。”

乾隆斗彩双耳扁壶上的春耕图

每周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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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丝珐琅莲瓣纹高足供盘
乾隆款掐丝珐琅莲瓣

纹高足供盘（见图），清代乾
隆时期制作，北京故宫博物
院藏。这件供盘为铜胎，外
壁以掐丝珐琅为饰；盘心、
底心鎏金，由盘、柱、底三部
分组成。盘作双层莲瓣式，
盘心较平。柱上部作荷叶
形，仿佛花萼承托着莲瓣盘；
中段细若荷梗，中部微鼓饰
莲瓣纹，两端饰简化的缠枝
花纹；下部为俯置荷叶状，边
缘起伏自然。底座饰缠枝花
纹，下有如意云足。外底中
心阴刻双线方框与“乾隆年
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这件供盘整体造型取
自荷花、荷叶，并根据器物
需要进行了重新组合，构思
设计巧妙，器物秀雅庄重。

在佛教中，荷花象征着净
土，也代表着庄严妙法，因
此它是法器上常见的装饰
题材。

景泰蓝是中国著名特
种金属工艺品类之一，到明
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技术
制作达到巅峰，制作出的工
艺品精美绝伦。因其在明
代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
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
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
蓝”。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
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
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
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
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
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
制而成的器物。景泰蓝器
物的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

目，备受人们喜爱。
有关专家据史料分析，

“铜胎掐丝珐琅”大约于13
世纪末，由阿拉伯国家传入
中国。传入之初，被称作

“大食窑器”“鬼国窑器”和
“佛郎嵌”。

清代是掐丝珐琅工
艺发展的重要时期。由
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
皇宫养心殿设立御用工
厂，称为“造办处”。康熙
三十年（1691）“造办处”的
御用工匠多达几百人。康
熙三十二年（1693），设“作”
来制造各种御用器物，珐琅
作也是其中之一。到了乾
隆时期景泰蓝与雕漆、金漆
镶嵌等行业得到空前发展，
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处处

可见。小到床上使用的帐
钩，大到屏风，甚至高与楼
齐的佛塔，以及日用品、桌
椅、床榻、酒具、砚、匣、笔
架、宗教用品等，无所不备。

（尼松义 文/摄）

■河南焦作 刘卫平

图为清乾隆剔红百宝嵌
鹤鹿同春桌屏，藏于观复博物
馆。桌屏，就是古人搁于桌案
之上作为陈设欣赏的物件。
高24厘米，以木为胎，四周髤
红漆，边抹以“卍”字为地，上
浮雕绳拉玉璧纹；披水牙为西
番莲纹；除了剔红工艺，本件
桌屏还结合百宝嵌，绦环板以
剔红的“卍”字为锦地，上嵌四
只玉雕蝙蝠，中间嵌黄玉镂空

“寿”字，合“福寿万代”之意。
屏芯木胎，上髤黑漆，以玉、朱
砂、砗磲等杂宝组成“鹿鹤同
春”图。鹿衔灵芝立于苍松之
下，苍松虬曲苍劲，上有仙鹤
飞舞，一幅祥瑞之象。

“鹿鹤同春”又名“六合同春”，中国
古代寓意纹样之一。以“鹿”取“陆”之
音，“鹤”取“合”之音。“春”的寓意则取
花卉、松树、椿树等。这些形象，组合起
来构成“六合同春”吉祥图案。在明代，
有以六鹤来表现的。杨慎《升庵外集》
卷九十四：“北之语合鹤迥然不分，故有
绘六鹤及椿树为图者，取六合同春之
义”。六合者天地四方，李白诗云“秦王
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六合即天下，六
合同春便是巧妙表达天下皆春，万物欣
欣向荣之意。

俗信以鹤为仙禽，鹿为瑞兽。“鹿鹤
同春”表达了人们祈求国泰民安的良好
愿望。

“剔红”就是在木器、金属等胎体
上，涂上几十层朱色大漆，待干后再雕
刻出浮雕的纹样，经细致打磨而成。
剔红是雕漆品种之一，又名“雕红漆”或

“红雕漆”。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于
明清两代达到全盛。漆器制作由于周
期很长，对工艺要求高，故而成品罕见，
长期以来几乎都是皇室、贵族的奢侈
品。其艺术高峰期大致有三个时期，即
元代、明永宣、清乾隆。清代以后，漆器
工艺逐渐由皇家走入民间，成为著名的

“燕京八绝”之一。
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代，它是在螺

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上象牙、珊瑚、
宝石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用
百宝嵌成的图案花卉会随着光线照射
角度的变化，发出各种各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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