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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与其他材质的
案上雅玩相比 ， 文竹是否更符合文
人的审美意境 ？ 文竹成为文人的案
上雅玩，有何典籍记载？

周京南： 竹在中国古代和文人
品格是密切关联的。 竹子被认为有
着临冬而不凋、 傲骨清风的风格特
点，深受文人的喜爱。

在皇家中， 乾隆皇帝喜爱用厚
重凝华的紫檀家具、 雕繁刻复的宫
殿装修， 同时将清新淡雅的文竹器
物点缀其间。 这是因为乾隆皇帝自
己有很深的文人情怀， 体现出一种
内圣外王的气质：身着皇袍，在大臣
眼中，他是一个统治天下的帝王；但
内心世界他又是一个文人， 于是便
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很浓的文人气
息，有一种“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
素”的帝王形象。 这也是其挂在书房

“三希堂”的对联。
就我看到的档案而言，文竹器物

最早在清代乾隆早年进入宫廷。 在乾
隆二十四年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
“闰六月十六日郎中白世秀、 员外郎
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文竹小瓶一对
（带鸡翘木座）、 文竹昭带一件……”
这可以说是文竹器物在宫内的较早记
载， 在此之前的雍正年间档案内并未
发现有文竹器物的记载。

羊城晚报记者： 技法繁复等方
面，明清有何不同特点？ 是否清技法

更为繁复、数量更多？
周京南： 明代的竹子有一个专

门的刻法，叫“留青”。 此时还是一些
比较单纯的竹雕，以竹子为原料，制
作一些竹制笔筒、 仿生器物的陈设
文玩之类。 到了清代，竹雕继承了明
代的技法，雕刻人物形象、制作竹雕
笔筒。 但也有所创新，工艺技法得到
了发展， 出现了在木胎之上镶嵌竹
黄的“文竹”技艺，使竹子能够广泛
应用在宫殿建筑和家具中。 如在紫
檀家具上用极细的竹丝镶嵌成一棱
一棱的斜万字锦地纹的设计， 足见
工艺之精巧。 文竹的器物显得清新
淡雅，类似黄杨木、又类似象牙。 它
看着非常润、非常雅，灵秀可人，是
清代帝王居室书房里的一道亮丽的
点缀。

羊城晚报记者： 为何清代会流
行起文竹的工艺 ， 产生出比明代更
丰富的文竹文玩？

周京南：因为清代宫廷有“三个
之最”：最好的工匠、当时最先进的工
业技艺、 最好的原材料。 集中了这些
最好的资源， 便设计出更为丰富完美
的文竹文玩。 从南方传来的文竹技
法， 到了宫廷开始发扬光大， 成为宫
廷文化中居家文化的一个部分。

在宫廷生活里时常能看到一些
独特的文玩竹制的物品， 从竹制的
家具、竹制的文房、用竹子做装饰的

室内装修、用竹子做的建材 ，在宫
里面都是随处可见。 这种主要产于
我们南方亚热带地区， 临风不凋、
寒风傲雪，有着文人清高傲骨的竹
子，成为清代皇家的生活中一道重
要的风景。

羊城晚报记者： 如何看待文竹
雅玩上的精细雕工 ？ 主要有哪些类
型？ 深远高洁意境与繁复精巧雕工，
哪个更有价值？

周京南：就是“材美工巧”这四
个字。 文竹也叫贴黄，它的技法有着
很高的要求。 需要把竹子剥离出来，
也就是竹子最精华的内心、 颜色最
纯、最嫩的部分，将其剃出来，然后
粘贴在木胎表面。

另一个方面， 文竹雅玩精雕细
琢、巧夺天工，达到了意蕴至深的效
果。 雕刻其中的图案，栩栩如生，焕
彩生辉； 有些文竹器物并没有过多
的雕饰， 而保留了竹黄那种温润淡
雅、浑然天成的自然纹理。

无论是略施粉黛还是精雕细
琢， 文竹器物都有一种独特的气韵
所在， 是一种类似于黄杨木的清新
淡雅和象牙的纯洁润泽的气韵，非
常干净纯洁。 有些文竹是雕图案、人
物，还有些是直接将书法雕在上面。
这些只是文竹雕刻的类型。 对于文
竹雅玩来说，还是要讲意境，意境比
技法要更高。

审美意趣

鉴藏有道

羊城晚报记者：竹雕竹刻成
为文房雅玩的历史源流如何？

周京南：竹子在我们中国传
统艺术宝库中占有着很重要的
地位。 我国是一个盛产竹子的国
度，竹子主要分布在温带和亚热
带地区的江南一带。 自古以来，
先民们面对亭亭玉立、 婆娑有
致、清秀雅洁的竹子便有着特殊
的偏好。 古人有所谓“茂林修
竹”、“汗青留名” 的说法， 更把

“松竹梅” 这三种凌冬不凋的植
物比作“岁寒三友”，可见竹子在
过去的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是所
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从历史记载的传说来看，竹
子的使用要追溯到殷商时期，那
时古人便削竹为简册，文字书于
竹。竹刻竹雕在南北朝和唐朝便
已经出现， 但作为竹雕真正成
型， 成为了文房案上的雅玩常
客，则要等到明代中期以后。 明
嘉靖年间，在嘉定、金陵出现了
竹刻艺术的流派。 朱松邻、朱小
松、朱三松祖孙三代是嘉定派的
代表人物。 此时，竹雕品主要是
以文房用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中，例如笔筒、臂搁、笔洗和以人
物、动物、植物为题材的随形雕
的竹刻文玩，如朱稚征竹雕寒山
拾得像、残荷洗、朱鹤松雕的老
松巨干笔筒等。

在清代中期，兴起了一种新
的技法，叫“文竹”，又称“翻篁”或

“贴黄”。 其工艺程序是将南竹锯
成竹筒，去节去青，留下薄层的竹
黄，经过煮、晒、压平后，胶合在木
胎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刻饰各
种人物、山水、花鸟等纹样。 此后
文竹便成为帝王之家和百姓之家
的案上陈设用品， 比如说文竹的
小插屏、文竹制的炕几式文具盒、
灵秀可人的文竹小几案等等。

在我国古代，竹子的便于取
材是它的一大优点。 更为重要的
是，竹制品非常秀雅，有着很漂
亮的质感。 将其放置在家具之
上， 甚至可能比家具更为显眼。
试想一下，在颜色深沉的厚重的
紫檀家具上放上那么几件色彩
清雅的文竹器物，无论是文房用
具笔筒臂搁，还是放在案上的小
插屏、文玩匣，一静一动，一简一
雅，一个雅洁一个厚重，相得益
彰，恰成珠玉之配。

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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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此乃文人仕子追求的
不变信条，对于中国书画的训练来说，更是如此。 在缤纷
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坛， 有这样一位画家， 他生于四川小
城，最后却立足世界；他一生尊崇传统，却以不断突破创
新终成一代大家；他的人生和艺术充满了传奇性，他是任
何想了解中国画的观众无法逾越的话题，他就是张大千。

师古
张大千 1899 年出生于四川内江，8 岁开始习画，母

亲曾友贞是他绘画道路的启蒙者， 至今张大千在台北的
故居仍然悬挂着母亲的花鸟作品。张大千走向艺术的另一
位领路人是其二哥，画虎名家张善孖，兄弟二人先后前往
日本学习艺术，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亦是惺惺相惜。 自日本
回国后，张大千来到上海，拜海上名家曾熙、李瑞清为师，
自此正式走上书画之路。 二三十年代，上海等大都市渐渐
形成繁荣的商业绘画市场， 张大千孜孜不倦地临摹古画，
尤以明清诸家为焦点，其中又对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石涛
的风格了然于心。据称，他
所临仿的石涛作品骗过当
时一众顶尖鉴藏家的法
眼，成为坊间笑谈。这也从
侧面证明， 张大千对古代
传统研习的深厚力度。

1937 年， 抗战爆发，
张大千辗转到达大后方四
川。 远离内地，物资匮乏，
种种条件限制下， 他却被
临近的敦煌莫高窟吸引，
开启近三年的佛教艺术之
旅。 敦煌的壁画、 塑像所
表现的自由烂漫的艺术精
神， 完全不同于师徒相传
千年至今的纸上绘画，张
大千如同发现了艺术宝
藏， 徜徉其中， 废寝忘食
地临摹钻研， 将远至唐宋
时期的绘画技巧， 线条，
用色铭记于心， 使得自己
的人物画面貌为之一新，
成为时代同侪中的翘楚。

受访嘉宾

“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
欣共煮。 ……

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
饶汝。 ……”

上文出自北宋僧人惠洪《无学
点茶乞诗》， 此诗记徽宗政和年皇
室饮茶事，“官焙” 指建安贡茶，

“点茶三昧须饶汝” 句， 则指茶盏
尚用饶州窑与汝窑，当时二窑皆贡
瓷御用。 今人视“饶汝”，则犹如云
泥之别：汝窑被捧上天，近年一只
汝窑碟子以近三亿港币成交；饶州
窑不仅名称被“湖田窑”及“青白
瓷”取代，影青瓷的拍卖价最高不
过一两百万港币。

让我们先欣赏一下，“点茶三
昧须饶汝”所言饶州窑大概是何模
样吧。 图一为宋饶州窑印葵花台
盏一套。 其盏模印为葵花形，葵花
又称“黄蜀葵”或“秋葵”，花色金
黄，形如杯盏，宋人喻之为“黄金
杯 ”、“金盏 ”， 如苏轼题 《黄蜀
图》有“低昂黄金杯 ”句 ，北宋中
后期杯盏好取黄蜀葵之形，好不
妙哉！ 其台亦压印为葵花形，与
盏形呼应， 台沿印折枝葵花文，
台中央又凸起承台并刻莲于周
围。 这套台盏色若碧玉，质比琼
玖 ，文与质互为烘托，更难得盏
与台为原配，所知存世者屈指可

数 。 然而 2017 年由香港嘉德拍
卖时， 成交价仅为 183 万港币 ，
远逊汝窑之价！

饶州窑位于今江西省景德镇，
此地汉时属豫章郡鄱阳县，唐初属
饶州新平县（玄宗时改称 “浮梁
县 ”），有“新平冶陶，始于汉世”的
记载。 唐朝饶州窑已享“饶玉”美
称，且屡次进贡皇廷。 如：唐高祖
武德初年，该县钟秀里人陶玉贩瓷
器到关中， 私人贡瓷入朝， 赢得

“假玉器” 之称； 东山里人霍仲初
所烧造瓷器质薄釉润， 呼为“霍
器”， 唐高祖武德四年诏令制器进
御；唐宪宗元和八年，饶州刺史元
崔贡瓷入朝，并请柳宗元代写《进
瓷器状》。

北宋真宗景德年，始设官窑于
此， 造瓷贡御， 此即饶州官窑，因
而置“景德镇”。 史籍有关饶州官
窑的记载甚多， 如《宋会要辑稿》
载曰：“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
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
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
监库。 ”此言饶州、明州、越州、定
州贡瓷入京后，储存于建隆坊瓷器
库中。 婺源县《嵩峡齐氏宗谱》载，
仁宗庆历五年，饶州窑丞护公（齐
宗蠖）护送御器入京途中，属从误
毁御器， 护公自责失职， 吞器而

亡，仁宗深为之痛惜。 又，清乾隆
四十八年《浮梁县志》曰：“宋真宗
遣官制瓷贡于京， 应官府之需，命
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
于是咸知有景德之器矣。 ”

宋饶州窑烧造御器， 无可置
疑。 按宋朝制度， 官窑称作“窑
务”，分为两类：一类设于京师，即
北宋东、 西窑务， 南宋修内司窑；
二类设于制瓷产地，即定窑、饶州
窑、汝窑、越窑，又称“贡瓷”，地方
窑务皆以所在州冠名，因入贡制度
以“州”为单位，“饶州窑”亦然。 故
严格而言，“饶州窑” 当指饶州官
窑。 然饶州浮梁县又有诸多民窑，
分布于景德镇、 湖田市（距镇十
里）、湘湖市（距镇二十余里），亦
可统称为“饶州窑”，须分别判断。

由于饶州窑、汝窑、越窑皆罕
见书“官”款者（笔者见过一例饶
州窑刻 “官 ”字碗），目前只能凭借
具体器物的釉色、品质、纹样加以
判断， 当中尚有许多题目可以探
讨。 可惜篇幅有限， 只能举例一
二。

图二所示为宋饶州窑青（蓝）
釉地刻白龙文酒鳖， 此器形如龟
鳖，宋人称之“酒鳖子”，唐人谓之

“扁提”，上方开口窍如鳖头，两肩
各设两龙形环，可穿革带提携。 扁

腹一面刻升龙，一面刻降龙，龙文
施白釉，四周施青釉（蓝釉）为地。
龙文表君德， 宋代御器常见饰龙
文，周密 《武林旧事》记载了南宋
孝宗多次检阅兵将，称之“御教”，
御教时仪卫装备中有“酒鳖子大
小”， 即此类。 饶州窑至宋朝而鼎
盛，沿袭至元明清。 不幸自中国硅
酸盐协会编《中国陶瓷史》， 学术
界多改称饶州窑为“青白瓷”，显
然不符合瓷窑冠名体例，且古籍所
谓“青白瓷器”的说法，若加上标
点，当为“青、白瓷”，未必指带青
色的白瓷，更未必指“饶州窑”。 近
年，学术界又盛行“湖田窑”之说，
湖田窑位于湖田市，“市” 为交易
之所，多产民窑粗品，自然不可替
代“饶州窑”。“名不正， 则言不
顺”， 篡名令收藏者对饶州窑的认
识日益模糊，自然不能真正体会其
价值。

《进瓷器状》 赞饶州贡瓷曰：
“器惭瑚琏，贡异砮丹”，“瑚琏”为
夏商天子祭祀宗庙所用玉礼器；

“砮丹”为《禹贡》所载荆州入贡的
两种矿石 （夏禹时饶州之地属荆
州 ）， 柳宗元比饶州窑为宝玉（饶
玉）， 非荆州入贡矿石可比！ 今拍
卖市场将“饶玉” 当成石头卖，未
来将成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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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南
故 宫 博 物 院 宫

廷部研究员、国内资
深文物研究专家

千年水墨看今古 贰
万里写入胸怀：
张大千的旅行足迹和艺术创新

现任佳士得香港中国书
画部专家 。 先后于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及香港大学艺术学
系修读中国艺术 ， 获得艺术
学哲学硕士学位 ， 研究重点
聚焦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
中国艺术及其时代背景。杨庆康

文 / 杨庆康
图 / 佳士得供图

四十年代的张大千，正值绘画生涯的巅峰时期，不论
是雍容典雅的人物，还是层峦叠嶂的山水，均达到了一个
高峰， 他尽情享受天赋、 勤奋和时代所带来的荣耀。 然
而，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所面临
的不仅是自我的突破成长， 他们终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
下，被迫做出选择。 1949 年后，张大千别离故园。

创新
香港，印度，台湾，日本；旅行，短居，探友，画展；终

于张大千在 1952 年决意迁居阿根廷， 两年之后再迁巴
西， 在圣保罗附近的一片荒地从零开拓出一个中国式园
林，命名为八德园。 在东西方冷战的阴云下，遥远的南美
风静日和，年岁渐长的张大千，目力日下，一日在八德园
骤雨消停后，放眼望向五亭湖，一切都笼罩在烟霭氤氲之
中。 正是在此时期，泼墨泼彩风格横空出世。

泼墨泼彩， 融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的意趣和当代视角
下的自然风貌，正与当
时西方如火如荼的现代
艺术运动不谋而合 。
1956 年，张大千与毕加
索在法国会面， 被誉为
东西方艺术的巅峰会
谈。 早年对传统的深厚
积淀， 出国后拓展的眼
界与胸怀， 共同促成了
这一创新风格的出现。
他以巴西为基地， 继续
他的环球旅行， 瑞士的
皑皑雪山， 北美的壮丽
峡谷，巴西的辽阔湖泊，
均一一呈现在他的泼彩
作品中，淋漓的水墨，瑰
丽的色彩， 散发着无限
的魅力， 得到中西方观
众的广泛认可。 1970 年
代，他再迁美国加州，游
子的脚步从未停歇。

归宿
鸟倦飞而知还。中国人安土重迁，晚年的张大千在游

历世界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归宿。 1976 年，张大千一
家在台北外双溪选地置园，命名摩耶精舍，作为晚年的居
所。 在台北， 张大千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七年。 安居广
厦，亲朋环绕，张大千的创作又有了回归传统的意味。 相
比于国外受众，台湾更多是华人观众，因此张大千创作的
作品也多以传统写意为主，泼墨泼彩相辅，人到晚年，下
笔随心所欲，成熟老辣，更加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意趣。 在
较为安定的生活下， 张大千开始思考总结自己一生的艺
术道路，着手创作巨制《庐山图》。 然而画作未竟，1983
年，张大千辞别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身后留下散落
全球的艺术瑰宝。

张大千有一方私印，印文为“一生江海客”，在画家眼
里，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复杂感情，似难言说。 但对于二十
世纪中国画坛来说，这是一种幸运。 他以一己之力，将古
今中西之艺术尽力融汇，也为西方观看中国绘画开启了一
扇窗。 他早年师古，中年师自然，晚年师我心，他的脚步从
未停歇。 变幻的风格，多样的题材，使得张大千成为国际
舞台上最受认可的中国画家，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是
一顶皇冠，那张大千一定是这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张大千 《仿敦煌南无
观世音菩萨》，1947 年

张大千《加州夏山》，1967 年

点茶三昧须饶汝

文竹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苏轼的一句诗，便奠定了竹器在文人书房中的

地位。 然而，材质寻常的竹子，为何加上匠师巧工，与文人意趣的精神内核，便能
受到古今文人藏家所好， 从以内圣外王自居的乾隆皇帝， 至收藏大家王世襄先
生，都是其拥趸，留下种种佳话？

近几年，随着人们收藏热点逐渐趋于多元化，文房清玩逐渐从杂项器物中剥
离出来，作为一个引人关注的专场出现。而工艺精妙又意境超然的竹刻器物，便是
文人情趣与手工精妙相结合的案上文玩之典型。 雕工精巧的笔筒、清丽雅正的插
屏、灵秀可人的臂搁或小几案……这些文房竹器，不仅是实用品，也是古代文人意
趣的体现，被作为“君子之物”收藏把玩。在文房雅玩之风兴盛的明清时期，更逐渐
生发出竹刻的各种新技法，文竹成为宫廷与百姓之家案上的一道清丽陈设。

时至今日，在国内外艺术品拍卖会上，这些造型灵秀精巧、意境超然的文竹
器物虽不算大项，也总不缺席，时有所见，甚至创出过千万元纪录。收藏者应如何
认识其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为何竹刻在明清时期能成为文房雅玩的常客？本期
《名家话收藏》请来专家详细解析。

玩雅

羊城晚报记者： 竹刻器是否相
对而言算是器型小巧，存世较多？ 什
么种类较易入门？

周京南：相比较而言，竹刻器物
的收藏比紫檀木容易很多， 所以无
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有机会都
可以收藏。 在现代大师里面，也可以
留意一些名家。 但总的来说，主要还
是要看它的艺术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 文竹收藏可否

与现实生活使用相结合 ？ 文竹的保
养有何讲究？

周京南： 可以在现实生活日常
使用。 我家中便有不少竹制品，铲茶
的铲子、 滤茶的茶漏都是用竹子制
成的。 这些在使用中都没有遇到问
题。 其实，文竹收藏更适宜在我们南
方。 北方由于气候干燥，可能会使得
竹子出现一些类似开裂的问题。 但
在潮湿的南方，保养相对容易一些。

色泽清新淡雅的竹子是一种雅
器。 我建议大家， 如果收藏小件的文
竹器物， 可以摆在红木家具之上。 在
色泽凝重深沉雕刻繁复的红木桌案之
上，点一柱沉香，摆几件格调雅致的文
竹器玩，然后听着渺渺的古琴乐曲，渐
入佳境，窗外树影婆娑，月色之下，竹
香、沉香在空气中弥漫，和着柔美的高
山流水的悦耳琴音， 将会产生一种身
临太虚清境、陶然自醉的意境。

宋饶州窑印葵花台盏一套

宋饶州窑青（蓝）釉地刻白龙文酒鳖

壹 贰

叁

君子之藏

文竹几式文具櫊

文竹小立柜文竹嵌染牙夔凤菊瓣式玉如意足冠架

竹丝嵌文竹龙戏珠笔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