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赵薇 张靖瑜 殷晓蕾 美编/张韫同 校对/殷晓蕾 一读/刘艳君

人文·鉴赏2023年3月6日 星期一 15

明清漆器盒
工艺精美精细看，瓷上桃花朵朵艳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桃花美人也是一种常见的纹饰，它以桃花
和风格几乎类同的美女为主要入画内容、
多侧面反映近代仕女闲适生活画面的纹
饰。从花瓶、将军罐到鼻烟壶、汤匙，几乎
涵盖了各种实用与观赏器具，成为一种独
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桃花美人瓷盘（图
③），圆形，金口，口径16.6厘米。盘内绘桃
花美人图，一树桃花迎春绽放，红星点点，
蒙蒙绿意。树前两个美人，眉目清秀，颜面
犹如桃花绽开，一坐一立，倾心交谈。一旁
竹木插得栏杆和山石上一丛花草。盘中有

“美色可珍”的题词和“画于珠山余远生”落
款。该盘白釉滋润，色彩丰富，图案生动，
画工娴熟，色调柔美。余远生为清末民初
著名瓷画家，擅长绘画仕女，其作品在当时
就颇受人们喜爱，收藏具有升值潜力。

（据《收藏快报》李喜庆）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马妍
品鉴专家：王文秀（内蒙古博物馆学会非

国有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委托人：常女士
之前，父亲一直说家里有一个存放了很长

时间的老盒子，具体用途是做什么的也不太清
楚，只是感觉盒子比较精美，盒身上的人物雕
刻得比较讲究。后来，我研究收藏品得知这类
材质的盒子被称为漆器。这次来参加品鉴会，
想请教专家这个盒子是否有收藏价值，在生活
中如何保存。

专家鉴评：
这是一个漆器盒，年代为明清时期。

漆器是古代人用生漆涂敷在器物胎体表面
作为保护膜制成的工艺品或生活用品，由
于漆有耐酸、耐碱、耐热、防腐等特性，因此
很早就被人们所使用。随着历史的进步，
漆器这样曾经家家户户广泛使用的器皿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收藏爱好者追逐
的对象。

常女士的这件漆器品相非常不错，图案雕
刻工艺精美，是一件不错的收藏品。中国漆器
工艺发源于新石器时代，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门类齐全，工艺逐渐成熟，到了明清时期，漆器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其中生漆
在制作工艺方面也有了进步。但需要注意的
是，很多漆器都是后期修复的，这是因为漆器
在继承传统修复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
的修复方法和材料，使漆器的修复更具科学
性，同时保留了漆器的艺术美感。

漆器在收藏时应特别注意，不要把漆器
放得离地面太近，因为地面湿气大，久置于地
面易使漆器发霉脱漆。在移动漆器时应轻拿
轻放，注意不要与坚硬、锐利的物体碰撞或摩
擦，避免剧烈的震动。因为有的漆器在地下
埋藏千年，胎质易变得疏松，稍有不慎就会损
坏。同时，盐、碱等物质对漆器有一定损害，
要远离。漆器的收藏还应注意防尘，如果有
灰尘积淀，可用鸡毛帚和柔软的毛刷轻轻清
理，或用棉纱布擦拭。如果漆器表面沾上污
垢，可用洗涤剂清洗或用棉纱布蘸上少许食用
油轻轻擦拭。

图①清光绪仿乾隆轧道粉彩桃花纹瓷碗

图②民国粉彩桃柳争春冬瓜罐

图③ 近代桃花美人瓷盘

“桃花灼灼斗春芳，一见如云满目光。”阳春时节，春光明媚，桃花绽放，芳菲烂

漫，妩媚鲜丽，桃花宛如一片艳丽的红霞，在春天的天空中分外妖娆。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桃花承载着文化的深厚底蕴，历来得到人们的喜爱。因此在瓷器的海洋中

也曾出现过其娇艳的身影。

“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
桃花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喜爱和吟诵。在《诗
经》中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赞美。
唐代诗人王维《桃源行》诗云：“春来遍是桃
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描绘出了桃红柳
绿、春光明媚的桃源景色。这个清光绪仿乾
隆轧道粉彩桃花纹瓷碗（图①），敞口，弧壁，
圈足。周身用绿地、轧道、粉彩等多种技艺，
绘制了桃花图，在绿茵茵的青草掩映下，几
枝桃花，争芳吐艳，红的如火，蓝的似锦，在
绿叶衬托下，给人带来浓浓春意。“轧道”又
称“雕地”，先在胎上用丝绵均匀拍上一层色
料（锦地），再在锦地上用一种状如绣花针的
工具刻划出细小的诸如凤凰形卷草凹纹，最
后配以花卉、山水或开光等图饰。此种工艺
流行于乾隆时期，以后也多袭用。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桃柳
争春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一种瓷器，即一种
在白釉地上用红绿黄白黑等各色彩料绘出
桃花、翠柳和黄莺图案的瓷器，属当时寻常
百姓广泛使用的民间生活瓷。它的图案格
式较为固定，一般成双成对出现，既具有实
用性，又具有观赏性。这只民国粉彩桃柳
争春冬瓜罐（图②），呈高筒形，收口丰肩，
形似冬瓜，高 32厘米。器身展现的便是桃
红柳绿黄莺鸣叫归来的场景，只见柳枝和
桃枝交织在一起，显得玲珑别致。春风吹
拂，柳枝飘飞着动人的长发，桃花吐出最娇
艳的花朵，红的耀眼，白的可爱，一对黄莺
相互呢喃，诉说着春归来的情形，让人不禁
想到“两个黄鹂鸣翠柳”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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