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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日上午，山东省
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立仪式
在济南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山东省副省
长邓云锋出席仪式，并共同为中心
挂牌。这标志着山东省的文物艺术
品保护修复与鉴定工作掀开了新的
一页。

日前，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同
意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更名为
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
核定事业编制40名，承担全省各类
文物鉴定的技术支持工作职责，包
括各类文物鉴定的组织与技术支
持，文物修复与鉴定的研究、技术推

广、学术交流，培养文物修复与鉴定
人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保护修复
等。

为提升文物鉴定服务能力，充
分发挥文物鉴定在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国家文物
局近年来就构建全国文物鉴定体
系作出一系列部署，推动多地文物
鉴定机构建设得到有力加强，区域
和省级文物鉴定中心建设加快布
局。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
中心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全国文物
鉴定体系布局建设的重要举措，对
推动山东省文物保护利用事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将以新成

立的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
中心为依托，全面统筹省内的行业
文物鉴定、涉案文物鉴定等工作，
与省内外的鉴定机构、科研院校就
文物鉴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加
强联动合作，为打造立足山东、辐
射东北、联动华东、面向全国的区
域文物鉴定平台先行先试。

在本次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
鉴定中心成立仪式上，山东省文物
科技鉴定研究创新联盟单位签署相
关合作协议。

（记者 尼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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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龙戏珠”贺新年
■浙江永嘉 胡胜盼

2024 年是农历甲辰年，即龙
年。龙呈祥瑞，十二生肖中的龙对
应地支中的辰位，是中国文化中代
表最高祥瑞的神物，同时也是十二
生肖中唯一的虚构动物。在传统吉
祥文化中，龙的呈现最为纷繁鲜明。

清代龙纹瓷器的图案造型继承
明代龙纹基础，形象较明代更富沧
桑感，可谓之苍龙，胜在刻画细腻入
微。本文介绍一件清雍正款青花红
龙大盘（见图），为雍正时期的宫廷
御用器，胎质细腻，造型规整，代表
了雍正朝瓷器的最高艺术水
平。其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
镇馆之宝之一。

清雍正款青花红龙大
盘，高 8.7、口径 47.4、底
径27.6厘米。此盘青花
为雍正时期典型色，盘
心是一条正面红色五
爪盘龙，在青花绘制的
海水江崖中追逐一颗
红色火焰珠。盘四周
腹部另有四条红色釉
龙，在青花如意云纹中
互相追逐，神态各异，栩
栩如生。盘沿处绘有青
花海水江崖纹。盘外腹部
与盘内腹部彩绘相同纹饰。
盘底有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
制”六字两行双圈款。

雍正朝是清朝瓷器制造高峰

期，而这件青花红龙大盘又是当时
宫廷中使用的器物，可谓清朝瓷器
高峰的代表作。雍正朝瓷器在器
型、胎釉上以精细著称，龙体态肥
硕，中规中矩。鬣毛整齐，向上飘
起，角光滑如修饰，上下颚平齐，开
合有力，身体甩动，四肢粗壮，五爪
精美。雍正朝的云龙纹继承了康熙
朝的风格，并有创新，龙角特别突
出，增添了威严之势，龙爪的画法都
比较尖利。云纹也增加了如意状的

卷云纹，且其火焰纹多为鹿角状或
连续弧线形，有别于康熙时期的

“山”字造型。雍正青花与康熙青花
在纹饰上相比，刀马人、山水图显著
减少，多为云龙、云凤、缠枝莲、荷
花、花鸟、博古、婴戏等。雍正朝为
时虽短，但瓷器的品种、釉色、制作
工艺等方面成就空前。

龙是传说中的神物，自唐朝始
龙纹与皇权有了密切联系。元、明、
清三代，朝廷对龙纹使用和制作都
有规定，龙纹更成为皇权象征。从
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龙的形象就
作为礼器纹饰不断出现在石器、玉
器、青铜器和陶器上。在浙江地区

出土南朝晚期至唐朝时期青瓷
上，就发现有龙纹图案。龙戏
珠纹是指绘有龙纹与宝珠纹
或火珠纹的组合纹饰，是
中国瓷器传统纹样，历史
悠久。明清瓷器上龙戏
珠纹中的龙所戏均是火
珠，且火焰纹突出。最
早的火焰宝珠纹出现在
隋代敦煌壁画中，是佛
教和拜火教融合的产物，
代 表 佛 教 圣 物 摩 尼 宝
珠。唐代将龙纹与火焰宝
珠纹结合，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火龙珠”。隋唐之后，龙
戏火珠纹才开始出现在各种建

筑、器物之上，其中就包括瓷器。
可以说，龙戏珠纹是我国古代符号
崇拜和外来宗教融合的产物。

山东成立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 这是一尊清代铜鎏金阿弥陀佛
像（见图），2023年香港邦瀚斯秋拍
会拍品，高23厘米，原为瑞士私人收
藏，本次拍卖估价 20 万—30 万港
元。在 2023 年 12 月 1 日的拍卖会
上，经过诸多藏家的激烈竞拍，这尊
佛像最终以25.6万港元被一位石狮
藏家竞得、收入囊中。

拍卖信息显示，这尊佛像属于
蒙古扎纳巴扎尔风格，其纹饰华丽、
工艺精湛，面目庄严肃穆。在东亚，
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一样受人尊
敬，他是大乘佛教净土宗的核心人
物。这尊金光闪闪的佛像出自蒙古
扎纳巴扎尔艺术流派，该流派由扎
纳巴扎尔创建于17世纪。

扎纳巴扎尔（1635—1723），著名的蒙古佛
造像雕塑家，出生在蒙古库伦，被授予“一世哲
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号。扎纳巴扎尔于1649
年进入西藏求法，1651年返回喀尔喀蒙古，并带
回大量经文、佛像、僧人、工匠。随后在蒙古广
建寺庙佛塔、刻经造像，先后建成伯格诺林寺、
格格奈布特乌格伦斯墨寺等多座寺庙。1695
年，扎纳巴扎尔随康熙回京，常伴康熙左右，往
返喀尔喀、北京之间，1723年圆寂于北京。

扎纳巴扎尔开创一种独特的造像艺术风
格，主导十八世纪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佛造像。
扎纳巴扎尔造像分为度母、持金刚、五方佛、弥
勒。作为杰出的佛教雕塑家，扎纳巴扎尔在尼
泊尔巧匠的技艺基础上，深刻掌握藏传佛教造
像仪轨经典和度量尺寸，综合尼泊尔帕拉、青
海西藏以及喀尔喀蒙古本土元素，融入他自己
心中对佛像独特的理解和审美观念。

据专家考证，目前被认定为扎纳巴扎尔所
创作的作品数量很少。因此，流传至今的扎纳
巴扎尔风格佛像都十分珍贵难得。

据悉，本文介绍的这尊佛像自海外回归
后，将与诸多佛像艺术品一起展现于石狮八卦
街，献礼这条古街重焕新生。 （尼松义）

大师画龙见神韵
来薰阁影印海外
古籍珍本二三事

立足山东面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