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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吴翔

周彬，字尚均，清康熙时福建漳州
人，擅长印钮雕刻，华茂兼具，其钮作品
具有“夸张”的风格，被称为“尚均钮”，
名重一时，作品多为宫廷收藏。其中乾
清宫珍藏有他的作品《螭虎钮》，1935年
曾选送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
览会展出，闻名世界。周彬在制作印钮
的同时，还以中国画写意法，刻山水、花
卉、松竹等景物，作为印章的纹饰。后
代学“周彬法”，始有“薄意”雕法的兴
起，所以说周彬是寿山石雕“薄意”流派
的“先祖”。

关于周尚均的艺术风格，最经典的
评价还是龚礼逸《寿山石谱》中的记载：

“周尚均，名彬……其所制石，旧家多有
之，显杨之制精工，而周所作朴茂……”

“朴茂”二字，听上去既有朴实之感，又
有华茂之意。当时大部分寿山石雕刻
都取径杨玉璇之精雕细琢，而周尚均的
风格却自成一派，卓然不同。不仅如
此，不论是印钮章石、人物造像、文房小
器，都造诣独到，蔚为大宗。这里简单
介绍几件造诣深厚的周尚均雕人物造
像。

这是一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
清代周尚均刻寿山石伏虎罗汉（图1）。
其通高12、长12、宽10厘米。罗汉像取
宋人画意，圆润传神。其面带微笑坐抚
虎背，虎昂首匍匐于罗汉身侧，温顺可
爱。罗汉之袍服刻画精美的莲花、凤鸟
图案，线条细密流畅。右手所持之物已

残缺不见。座底刻隶书“古闽周彬尚均
氏制”八字款。寿山石是我国独有的名
贵彩石，质地莹润，色彩斑斓，柔而易
攻，为制钮名石，主要分布于福州市北
郊与连江、罗源交界处，品类达百余种
之多。寿山石一般可分为田坑、水坑和
山坑三大类。若以矿脉走向，又可分为
高山、旗山、月洋三系。据载，寿山石的
大量开采始于宋，并用于雕刻。精美者
作为贡品发往汴梁，成为达官贵人几案
欣赏之物，寿山石的收藏自此而始。元
末始以寿山石制印，并延续至今。明、
清时期，寿山石的雕刻及收藏愈加盛
行，原石收藏亦蔚然成风。故早在南朝
时期，它便被当作极其珍贵的雕刻材
料，一般只有名家巧匠才敢用这种珍贵
的材料去制作雕塑。

弥勒佛作为佛教的重要人物之一，
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它又是名家
巧匠青睐的雕刻对象之一。但要想将
弥勒佛像雕刻得惟妙惟肖、生动形象，
除了要拥有上好的材料之外，还十分考
验工匠的手法和技艺。而天津博物馆
现藏的这件清代“尚均”雕寿山石弥勒
像（图2），便出自名家周尚均之手。其
高6.6、底座宽9.58厘米。呈现出一位
盘坐的弥勒佛，佛像面目慈祥，体态宽
厚，左手伏膝，右手拿着一串念珠，穿的
服饰则是精美华丽的龙凤及勾莲纹。
勾勒出人物的线条既清晰又简练，从生
动的人物形象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周尚
均那娴熟的雕刻技法，以及独特的雕刻
风格。再来看佛像的背部，还使用隶书

刻有“尚均”款，绝对是一件弥足珍贵的
寿山石雕作品。

田黄石素有“万石中之王”尊号，其
色泽温润可爱、肌理细密，自明清以来
就被印人视为“印石之王”。数百年来
田黄石极受藏家至爱，正如俗语所说

“黄金易得，田黄难求”。早在一千多年
前，我国已有人开始采集，到了明清两
代田黄石更是盛名于世。因此田黄石

一直盛名不衰，身价倍增，曾有“一两田
黄九两金”的说法。所以在北京故宫博
物院官网上进行藏品搜索，笔者也就只
找到九件田黄石藏品。其中就有清代

“尚均”款田黄石雕“契此”像（图3），高
5.5、宽12.3厘米。该“契此”身着袈裟，
袒胸，斜倚于布袋旁。像背镌隶书“尚
均”二字。像用田黄石，雕刻技法娴熟，
人物神态刻画准确，属清代品位较高的
工艺佳作。

这是一件中国萧军研究会收藏的
清静思罗汉田黄雕像（图4），高15、宽8
厘米，重约 531 克。其系寿山沙水田
黄，身后刻“尚均”字款。特征为面相丰
腴、蚕眉弯曲、秀目圆睁，且敦厚凝重的
风姿之中带有逸秀潇洒的气韵。此静
思罗汉仿佛在沉思冥想，在沉思中悟通
一切超凡脱俗。在沉思中能知人所不
知，在行功时能行人所不能行。他的沉
思，就是获取智慧与行动。其色呈熟栗
黄，质地通灵凝润，温润细腻。材大质
朴的罗汉之袍服刻画精美的莲花、如意
图案，线条细密流畅，以简单几刀交代
出袈裟纹理，也交代出人物结构，自然
流畅，背面则刻有丹凤并辅以如意纹
边。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尚均”款田
黄石雕布袋卧像相比，两者在衣褶刻
画，以及人物神态上，皆浑厚古朴，如出
一辙。

周尚均雕人物造像，面貌奇古，举
止神异，同时在雕刻时又大胆细心，新
颖有趣。故作品不同凡响，被人们视为
珍宝。以上沧海一粟，可见一斑。

朴茂的周尚均寿山石雕人物造像
图1 周尚均刻寿山石伏虎罗汉

图4 清代静思罗汉田黄雕像

图3 清代“尚均”款田黄石雕“契此”像图2 清代“尚均”雕寿山石弥勒像

■江苏徐州 廖静好

如图所示是汉画像石《二
龙穿璧图》的拓片。画面刻两
条长龙盘结成七璧，上有水波
纹和幔纹两层。在汉画像石
中，二龙穿璧的画面有，但多是
三璧、五璧，像这种七璧的是十
分少见的。二龙，背向而行，回
首相望，尾部穿璧，象征着天地
交感、化育万物的原始母题，寓

意吉祥如意、万代安康，同时又
象征着阴阳合气、人神沟通、祖
先崇拜、生殖崇拜的文化原型。

从这幅汉画像石中，我们
可以看到汉代龙的样子。它的
头部有着像鳄鱼一样的嘴巴、
圆目、鹿角，身体像蛇一样有鳞
片并且呈弯曲状，身上有一对
翅膀，四只爪子像虎爪，身后有
尾巴。

玉璧，是古代礼制活动中

非常重要的玉礼器之一，主要
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祭祀对古人来
说是最重要的事，而祭天又是
重中之重，拿什么祭天？是玉
璧。在古人的意识中，玉璧是
天人沟通的媒介，所以，记载古
代礼仪制度的典籍——《周礼》
中有这样的话：“以玉作六器，
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
黄琮礼地……”汉郑玄注：“礼

神者必象其类，璧圆像天……”
璧为祭天之物，是沟通人神的
工具。人间通往天国有一道门
槛，称为天门。人死后要想升
天，用重礼器璧祭天是必须的，
汉画中龙璧缠绕大概是此寓
意，有此二物，就好像有了通行
证，人死后便可以顺利升天。

欣赏这幅汉画像石《二龙
穿璧图》，其历史文化厚重，造
型古朴典雅，丰富多彩，端庄大

方，饱满流畅，大气磅礴，浑然
天成。汉代匠师们以精湛和娴
熟的技艺，巧妙地运用变化与
统一的规律，使造型有血有肉、
雅致秀美。尤其对形体结合、
比例运用、虚实安排，都运用得
恰到好处，珠联璧合，从而丰富
了二龙形体，显得多变、丰富、
有质感，既具有美的特质，又便
于创作者更好地抒情寓意、表
达思想，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
特征。这幅汉画像石雕刻精致
细腻，线条流畅纤细，构图豪放
粗犷，有一种生命的律动感，其
写实、夸张、变型、抽象都显得
极具生动活泼，作品形体多借
助外轮廓的线性来展示汉文化
丰富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大汉
雄风，显示了汉代博大精深的
文化内涵。

汉画像石《二龙穿璧图》有何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