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
钟粹宫古琴馆“大圣遗音——古琴文
化展（第二期）”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再
度开馆。

据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古琴
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明清皇宫
紫禁城中曾经琴声不断、名琴罗列，
盛极一时。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近
百年来，在保管好宫廷旧藏古琴的同
时，积极进行社会征集、接受国家文
物局调拨，丰富了故宫古琴文物馆

藏，几代故宫人薪火相传。古琴大师
管平湖曾亲手修复唐琴大圣遗音琴、
飞泉琴，其弟子郑珉中更在故宫藏琴
的研究上硕果累累，出版了《故宫古
琴》，成为古琴学界的一大盛事。新
时期以来，北京故宫博物院更致力于
古琴有计划地保养、修复和展示，让
故宫古琴走入当代观众心中。2019
年钟粹宫古琴馆“大圣遗音——古琴
文化展”开展，本次“大圣遗音——古
琴文化展（第二期）”便是北京故宫博

物院推出的全新的新一期展览。
本次展览共展出北京故宫博物

院院藏文物55件，其中古琴9张，这
些院藏古琴年代序列完整，不乏晚唐
雷氏制作的飞泉琴、南宋时期制作的
海月清辉琴等名琴。此外，展览还展
出“清康熙金云龙纹编钟-黄钟律”

“清乾隆红玛瑙‘半榻琴书’印”等与
古琴相关的文物藏品，以突出古琴的
功用和文化价值。

（记者 尼松义）

■浙江海盐 宋兵

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收藏有
一件清光绪官窑祭蓝釉金彩莲池鸳
鸯纹赏瓶，为2017年纪念出版家张元
济诞辰150周年时，张元济孙女张珑
所捐赠。

张元济图书馆设立30多年来，张
元济哲嗣张树年、孙女张珑、孙子张
人凤已累计捐赠和张元济有关的文
物以及物品数百件。

2017年，海盐县文化局专门出版
《文心事象——张元济后人捐赠文物
图录》，其中就有该件祭蓝釉金彩莲
池鸳鸯纹赏瓶。

该赏瓶（见图）通高37、腹宽20厘
米。喇叭口，细长颈，丰肩，鼓腹，圈
足。内外均施霁蓝釉，外饰金彩。口
沿下绘金彩回纹及云头纹各一周，肩
部饰金彩缠枝花托寿，颈部与腹部分
别饰金彩莲池鸳鸯纹，下腹饰描金莲
瓣一周，圈足绘金彩回纹。通体霁蓝
釉过底，足内有边栏六字楷书款“大
清光绪年制”。此赏瓶造型美观大
方、制作精细、色彩艳丽，是光绪年间
官窑烧制的一件精品。

霁蓝釉又称霁青釉，是一种色调
深艳的高温蓝釉。霁蓝釉瓷除了做
日用品、陈设器外，另一个重要用途
是祭祀用瓷。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
繁，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钦定
皇朝礼器图式》中记载，如天坛正位
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
红色，夕月坛用白色等，非常严格。

光绪一朝34年（1875—1908），景
德镇御窑厂陆续为清代宫廷和东西
两陵烧制数量可观的精美瓷器和祭
器，尤其在光绪十年、二十年和三十
年逢慈禧五十、六十和七十大寿之
际，耗银无数烧制了大量瓷器。

张珑在《文心事象——张元济后
人捐赠文物图录》一书中，对该赏瓶
的来历写有如下识语：此赏瓶乃清光

绪帝赐给大臣许庚身的。
许庚身（1825—1894），浙江杭州

人，光绪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
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氏为张元
济岳父。此赏瓶作为陪嫁物品来到
张家，曾常年放在张元济卧室中一个
五斗柜上。

《张元济年谱长编》1895年4月13
日记载：“娶许氏夫人。许氏夫人名
子宜，号宜春，许庚身幼女。婚后居
住北京西皇城根灵清宫许庚身故宅，

‘许府腾出一个四合院给双亲居住。
祖母谢太夫人亦同住于此。’”（《我的
父亲张元济》，第206页）张元济和许
子宜结婚时，许庚身已故。光绪帝是
何时何原因赐赏瓶予大臣许庚身，则
信息不详。许庚身为张元济己丑恩
科（1889年）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壬辰

科（1892年）复试阅卷大
臣。据张树年口述，许
庚身对张元济之才华
极为赏识，拟以幼女
相 许 。 而 张 元 济
1892 年 5 月参加朝
考后，于6月受光绪
皇帝召见，被授予翰

林院庶常馆庶吉士。
因光绪帝亲自过目张元

济的答卷，对其卷面工稳流
畅的书法大为赞赏。

根据该赏瓶之莲池鸳鸯纹饰，极
富吉祥以及对新人祝福之寓意，笔者
大胆猜测，光绪帝因知许庚身有女待
嫁，甚至可能知道将许配给张元济，
故赐祭蓝釉金彩莲池鸳鸯纹赏瓶予
许庚身，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之意。

2017年，张元济后人捐赠文物在
海盐县博物馆辟专室长期陈列（展出
文物193件）。在“家训诏垂，格言传
世——张元济先生后人捐赠文物展”
上，张珑在陈列祭蓝釉金彩莲池鸳鸯
纹赏瓶之展柜前告诉记者：“这是光
绪帝赐给我祖母的父亲，兵部尚书、
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后来，这件赏瓶
随祖母‘嫁’到了张家。”它原在上世
纪60年代初遗失，后来得以回归，而
且没有损毁。张珑很是感慨：“真是
难得，这是我们的意外之喜。后来，
父亲（张树年）把这件赏瓶送给我，被
我从上海带到了北京。我也已经欣
赏它30多年了，这次捐出来，大家一
起欣赏吧。”当记者问到既然为“传家
宝”，为何不再留给自己的孩子？姐
弟两人觉得，传给自己的后人，并不
能保证永久地传承下去：“这是我们
对先人的责任，他们的遗留之物，若
不能妥善处理，问心有愧。万一损
坏，或是流到市场，对不起爷爷，对不
起祖先，对家族也是耻辱，是伤害，放
在以张元济命名的图书馆，在博物馆
展出，哪怕我们不在了，也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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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制作于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陶壶（见图），距今
约5000—4000年，闽侯昙石山
遗址出土，福建博物院收藏。

该器物直口长颈，扁圆
腹，折腹明显，圈足外撇，通身
磨光。胎灰色，胎质细。从外
观来看，这件陶壶中间有一道
十分明显的弦纹。从陶壶的
外壁和内壁来看，都可以看到
明显的拉坯痕迹。此器做工
大气规整、庄重朴实，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器物的表面虽
然没有加以过多的装饰，但是
这种古朴敦厚的造型依然能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原
始农业出现、陶器的制造、磨
光石器的广泛使用、村落的出
现以及氏族制度的形成。新
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十
分深远的意义。农业、畜牧业
的产生，使人类的经济从旧石
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的
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
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

中国的先民在新石器时
代的早期就发明了陶器。最
早发现的是仰韶文化。新石
器时代的陶器从陶质区分，有
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和彩
陶；从工艺上区分，有手制、模
制、慢轮、快轮；从纹饰上区
分，有压印、拍印、刻划、彩绘、
附加堆纹、镂孔；从陶窑结构
区分，有横穴窑与竖穴窑。正
是这些风格迥异，不同的类
别，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绚丽多姿的陶器
文化。对这些珍贵的文物瑰宝的工艺
特征、纹饰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
让我们了解久远时代的先民的生活、生
产、环境状况和历史风貌。

（尼松义 文/摄）

北京故宫展示古琴名器传承古琴文化

初识洪塘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