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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水墨看今古 伍

现 任 佳 士 得 香 港 中 国
书画部资深专家暨拍卖主
管 ，主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
及拍卖目录编辑。 主修西洋
艺 术 并 取 得 澳 洲 墨 尔 本
RMIT 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
曾任职画廊推广中国当代
书画 。 1999 年加盟香港佳
士得中国书画部，2005 年擢
升为专家。 具有中西文化知
识及丰富的艺术品拍卖经
验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艺术
市场动向及意见。

文 / 柯少君

远古 连接 现代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黄承天德，最盛淳美

明清黄釉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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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奇古
说

□王奇

去博物馆参观的人不难发现，不
仅古鼎为三足而立，古鬲、甗、甑、爵、
斝、 盉等皆然， 三足形制其他国家无
之，惟华夏独有。 与三足同时，先秦器
物的色彩独选赤、白、黑三色，别无它
色，亦为神奇！ 国学之中，“三”之数寓
意博大精深，自伏羲氏以来，多用以表
象天、地、人三道，三足及三色正是其
表象，中华文明由此肇始！

图一为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
商代铜甗，龙形三足，器表为兽面文及
云雷文地子，手柄上立虎形兽。 三代青
铜器中常见三足而立，此为其中一例。

伏羲氏，又称“庖牺氏”，生活于距
今七千年前后，姓风，生于成纪（今甘
肃省秦安县），定都陈（今河南省淮阳
县 ），以龙命官，定婚姻之制，教民蓄
养牲畜， 作网喾捕鱼鸟， 制琴瑟、陶
埙。 伏羲氏又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画作八卦。 八卦
以“―”爻表阳、以“-� -”爻表阴，每
卦由三爻组成， 各表天道、 地道、人
道。《尚书》曰：“惟天地，万物之母。惟
人，万物之灵。 ”即解释了天地人三道
参合之理色：天地相交，而万物生成，

故天地为造物主、 万物之父母； 人能
尊天地之道而行， 即“天工， 人其代
之”，陶冶造化，实施仁义，故为万物
之灵。 伏羲氏因而将人与天地相参，
合为“三才”。《易经》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
载物。 ”此即人与天地的关系。

自伏羲氏始，中国各皇朝顺次以
天、地、人道为立国之本，称作“三统”
或“道统”。“统”即本也。 譬如伏羲氏
为天统，传至神农氏，则为地统；传至
黄帝，为人统……周而复始，轮替传
绪。古圣人重教化，以器传道，器物的
三足及三色与“三统”或“道统”有关。

器之三足，有何寓意？《宣和博古
图》释曰：“三足，以象三公。 ”笔者不
敢苟同，因“三公”指太师、太傅、太
保， 古时惟天子设三公， 诸侯无资格
设三公，若三足“象三公”，则用义过
窄，不能解释三足运用的普遍性。

《易经·系辞》 曰：“形而上者，谓
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指天地
间各种规律，无形无色；器，代指天地
之体及其覆载之万物， 有形有色。 若
以“器”诸如鼎、鬲、爵、斝、盉等，表象

天地万物之体；“三足”则表象掌运天
地宇宙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

彩为三色，指“三统”对应赤黑白
“三正色”， 先秦某皇朝使用衣冠、旗
帜、器物的用色，以其王朝对应的统
属为尚。 譬如人统以黑为正色，夏朝
属人统，故色尚黑。 同理，殷商属地
统，色尚白；周朝属天统，色尚赤；秦
朝又轮替为人统，色尚黑。

图二为陕西临潼白家村出土陶
器，赤色陶胎，三足，口径 33 厘米，
器里光洁，器表为木拍文，口沿处修
光，且彩以朱色。 断代为距今七八千
年，盖为伏羲氏时期。《三统记》曰：

“伏羲氏为天统，色尚赤。 ”此器已然
将三统之象，昭示于三足与选色上。

自七八千年前的河北磁山、陕西
临潼白家村古遗址，到五六千年前的
半坡类型、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
精细陶器皆显现出用色上的讲究，彩
陶类常见赤陶施黑彩、灰白陶施黑彩
之类。五帝至三代期间，西起甘肃，东
达山东之滨；北起内蒙古赤峰，南达
广东南海， 陶器的三色之用更为明
显，除单色赤陶、黑陶、白陶之外，以

三色相配彩绘，甚为绚丽。
不只陶器， 先秦衣冠、 旌旗、牺

牲、 诸器物等无不循用三正色，《尚
书·舜典》曰：“三帛”，指祭祀时捧玉
用的赤缯、黑缯、白缯，亦为三色。

图三为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
漆羽觞（春秋战国时期），全器髹黑漆，
内底涂朱色（深赤色）地子，以朱黑白三
色绘对称的双鸟，周边以朱彩绘云气。

伏羲氏所作八卦，示阴阳，叙道统，
启幽为明，立象为文。《易传》誉之“一画
开天，人文肇始”。 陆游《读易》诗亦曰：
“无端凿破乾坤秘， 娲始羲皇一画时”。
伏羲氏为中华文明之始祖， 早有定论。
人文或文明，关键在“文”；古物有文，方
称“文物”。 中华道统，以三足及三色的
形式，昭示于古器物上，即古物之“文”，
代表了七千年文明的流传。

沉醉回忆 不可以吗？
多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丰盛之旅》，讲述年

老妈妈不习惯与儿媳在城市生活， 常嘀咕儿子要返
回家乡丰盛镇， 儿子童年也在家乡渡过， 但在城市
事业正有所作为， 每次都敷衍妈妈说没办法， 也把
问题推在工作和妻子身上。 终于老妈妈忍受不了，
自己偷偷踏上回乡之路， 故事就是描述她路上遇到
的人和事。

沉醉回忆，是否只属于老人的专利？是老人从忙
碌的职场或家务释放下来， 有空余时间让人找回
过去，还是眼下生活无趣，总觉得以前的生活是最
好的？ 这样，就不单单是老年人，是每个年龄层也
有的问题，青年人也有美好的童年回忆，只是每天
要努力生活已经累人， 没能奢侈一下去怀念过去
而已。

我很羡慕当代艺术家，他们创作的题材、方向多
元化，没有框限。主题可以是社会现状、都市人情绪，
也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共同的回忆， 或是走回更深更
远， 向前人古人致敬。 曾经旅美的当代水墨家李华
弌，就能出色地把上述各种元素放进他的作品里。

宋人法度 当代演绎
李华弌在其水墨山水创作中，追求写意自由，虽

自由但不会任性妄为，他讲究墨水、毛笔、纸张的选
择，描绘山石皴法、树干叶脉，线条严谨。而他的泼墨
手法也绝不马虎， 尝试以不同工具去控制水墨的浓
淡和流动，这是宋人山水重法度的一种坚持。 李华弌
曾经以南宋画家陈容的名作《九龙图》 作为互动对
象，创作了《龙潜山脉》，把龙的动态、走势，化成自己
山水中的龙脉，取古人名作之气势，写自己真实之感
悟。 保持古意，又不失个人特性。 亦体验当代画家对
古代书画的深入研究和尊敬。

作品命名 引导方向
能看到一件作品完美完成真让人有种快感，而

给予作品命名也事关重大。 这会设定并引领读者观
众们欣赏作品的路线。《浮山》是李华弌于 2006 年完
成的作品，我还没有探究画家命名原委，已被浮山二
字吸引，希望能快点站在画前，探视浮山真貌。

壮 丽 雄 伟 的
美学是李华弌探
索的主题，他借鉴
了历史悠久的北
宋传统山水作品，
并将其推升至新
的境界 。 在作品
《浮山》中，李华弌
采用了抽象表现
主义的创作理论
和原理，以及泼墨
技法，创作出高耸
入云的崇山峻岭，
形成一种挥之不
去的不安感。 画中
精心描绘的三棵
松树，凸显出李华
弌对于佛教教义
的兴趣，源自于他
在位于中国西北
地区的敦煌石窟
中所研究的公元
七世纪至九世纪的壁画。 佛学的核心思想认为，个体
可以透过三个修行指标，即“无常”、“苦空”以及“无
我”，达到超脱物质世界的境界。 当观者的视线从位
于画面中央的三棵松树移往位于下方的两丛树丛
时，使得这种深沉的思想回荡于作品之中。 如同带领
观者进行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一般，李华弌画出了人
与自然之间一场个人与哲学的对话。 这种对话是他研
究许多前文人画家后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起作品命名， 想起白先勇写的小说 《台北
人》，女主角名字叫雪艳，是个美艳不可方物却冰冷
如死神般的角色， 那要给个什么姓氏？ 常见的陈李
张王，带不出戏剧性，作家想到尹，音同隐，隐约的
如雪般艳，永远的尹雪艳，觉得独特，不是平常看到
的，像有一丝丝还未看透，这一丝迷惘，令整件事情
更迷人，更吸引。

滋养现在 培植未来
说回《丰盛之旅》，母亲终于回到家乡老房子，坐

在台阶上，看着满院深深青草，周边静悄悄的，仿佛
听到儿子踏着小单车的笑声，然后问她：“妈咪！我可
以再玩一会儿吗？ ”

“我们再待一会儿吧！ ”现实中长大了的儿子来
找她了，坐下来聊到童年往事，儿子说：“每次你说起
往事，沉思在回忆里，问我还记得吗？我都说没有呀！
有这事吗？其实，我是记得的，只是当下不想记起。回
不到过去，有些悲伤。 ”

我觉得不会呀！现在不是很好吗？回忆是用来滋
养现在的，现在，是未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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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玮瑜
著名收藏家， 文化学

者，御窑黄釉守艺人、广州
市当代艺术研究院理事
长， 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
长。 英国广播公司（BBC）
和江苏卫视联合打造《你
所不知道的中国》（第三
季）纪录片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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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辛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黄色， 明艳夺目、 富丽堂皇。《易
经》中称“天玄而地黄”。在中国古代“五
行”思想中，“土”居中央，统率四万，而
土色为黄。 历代帝王崇尚土德，故黄色
成为帝王之色。 在明清时期，黄釉瓷器
是明清皇家专用瓷器，体现了至高无上
的皇权。时光流传，而今釉色纯正、气质
尊贵典雅的明清御用黄釉瓷器，成为中
外收藏家们竞相争逐的爱物， 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更令人回味不已。

羊城晚报记者：一直以来 ，黄釉
都是明清时期皇家的严控釉色 ，体
现了皇家气象 。 与其他单色釉相
比 ，黄釉瓷器在地位上和工艺上有
哪些特别之处？

冯玮瑜：《通典》 注云：“黄者，
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
以尊色为溢也。 ”国人对黄色的崇
拜由来已久，黄色是历朝帝王的专
属颜色。“黄”与“皇”同音，黄釉是
代表皇权至尊的颜色，象征皇权神
圣不可侵犯。

黄釉是明清时期皇家严格控制
的釉色，专为皇帝御用，或为祭祀专
用，体现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崇。 黄釉
瓷器是明清皇家专用瓷器， 其他人
不得擅用。 尤其是清代，全黄釉器只
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能使用，是
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 再往下
数，皇贵妃用“白里黄釉瓷”，贵妃、
妃就用“黄地绿龙瓷”，嫔用“蓝地黄
龙瓷”，贵人、常在、答应等地位再低
级的，就与黄釉瓷器无缘了。

杨国辛： 我国的宋代达到了单
色釉的艺术高峰。 以程颐和朱熹二
人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影响了宋代
宁静淡泊的审美特征，推动了一个
全新美学时代的到来。 宋瓷多为单
色釉，其色泽清新淡雅，造型简约
内敛，风格含蓄隽永，反映了宋代
士大夫文人精神上的追求。

及至明清， 陶瓷制作的手段越
来越丰富。 这一时期的单色釉瓷器，
则深深地贯穿了皇权的意识， 对色
彩有了明确的规范， 体现了森严的
等级观念。 如《大明会典》就记载：

“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围丘
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
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 ”

尽管明清单色釉瓷器与宋代的
工艺和审美存在差距，但御用黄釉
瓷器丰富的文化内涵，令它在单色
釉瓷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羊城晚报记者： 为什么黄釉瓷
器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弘治正德
时期的黄釉有什么特点？

冯玮瑜： 早在明朝开国的洪武
年间， 御用黄釉瓷器已经出现，根
据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旧
址的考古发掘发现有洪武年间生
产黄釉瓷器的残件。 在大英博物馆
的大维德爵士展厅，也有一件“大
明永乐年制” 款识的黄釉盘……这
些考古发现和存世实物都证明，御
用黄釉瓷器在洪武年间已经开始
有生产了。

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之后， 经过
洪武、建文、永乐、宣德几代皇帝的
治理下，国家已经安定下来，社会
生产已经恢复秩序并取得长足发
展，洪武皇帝在景德镇设立了“御
窑厂”，选用最优质的工匠、最好的
材料，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 到了
明中期的弘治时期，作为明朝的第
九位皇帝， 弘治皇帝在位十八年，
创造出“弘治中兴”的盛世。 在这样
的经济基础上，瓷器的生产工艺日
臻成熟。 明代中期，多种单色釉的
难关已被攻克，昭示着瓷器生产最
辉煌阶段的来临。 黄釉瓷器作为皇
家专用的瓷器品种，民间是禁止烧
造的。 所以黄釉是皇家控制最严格
的一种釉色，黄釉瓷器的釉料配方
的生产工艺被严格保密。 由于弘治
中兴盛世，国力的强盛，弘治的黄
釉瓷器也达到了明清两代的最高
峰，其艺术成就是御窑厂在不断探
索制瓷、 制釉原料和烧造工艺改
进、优化的结晶。

弘治黄釉瓷器的主要特点是：
造型规整，修坯细洁，其釉色滋润
娇嫩、恬淡隽雅，莹润若酥，透明度
高，光泽度好，宛似一泓鸡油，又称
为“娇黄釉”、“鸡油黄”，成为弘治
单色釉中最负盛名的陶瓷品种。 此
时黄釉烧造是在瓷器白釉胎上，再
用浇釉的方法施釉后二次复烧，所
以又被称为“浇黄”。 烧造过程中二
次上釉均十分精细，边沿与白釉或
白胎相接的部位整齐而自然，其烧
成温度为 850℃-900℃之间，稳定
性比其他低温釉要高。 弘治黄釉釉
面光亮，淡雅悦目，被公认为黄釉
瓷器的历史最高水平。

弘治黄釉的釉色较难仿制。 弘
治之前的成化朝釉色偏黄白色，弘
治以后， 历代都生产黄釉瓷器，但
多发色深黄。

正德黄釉虽承继了前朝遗韵，
却怎么也烧不出弘治时期的味道
和感觉， 其黄色较之弘治器略深，
黄色偏重，有干老之嫌，给人以老
成持重之感。

嘉靖朝黄釉釉色更深，釉面缺乏
弘治的娇嫩，鲜有质量上乘的佳作。

隆庆、 万历两朝黄釉器传世较
少 ，黄色深沉 ，釉色浓郁 ，釉层较
厚，釉面不平，已无娇黄之感。 工艺
水平明显难及成化弘治时期。

明末天启崇祯二十多年间，社
会动荡，战乱频仍，御窑厂辍烧停
工，黄釉瓷器再无只片存世。

羊城晚报记者：黄釉瓷器的釉色
有哪些分类？ 各有什么不同美感？

冯玮瑜：御用黄釉瓷器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传统的黄釉瓷器， 是以铁为着色
剂的低温颜色釉， 明清两代历朝一直延
烧，几乎从未间断，是为黄釉瓷器中的大
宗和主流品种。 明代的都是铁黄釉瓷器。

另一种是以锑为着色剂， 同样在
低温氧化气氛中烧成。 锑黄是康熙年
间从西洋引进的釉料， 在康熙珐琅彩
瓷器上多有使用， 甚至被大面积用作
“地色”。雍正时期，御窑厂成功运用锑
黄创烧出新的黄釉品种。 由于呈色浅
淡幽雅，具有粉质感，所以这种黄釉被
称为淡黄釉或西洋黄釉， 又因其与柠
檬颜色相似，也称柠檬黄釉。锑黄釉的

釉层为乳浊状，透明度较差，具有与铁
黄釉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 锑黄以雍
正朝制品为最佳，且由于釉料珍稀，烧
制技术难度较大， 故烧成数量极其有
限，可谓件件珠玑。 乾隆嘉庆以后，锑
黄釉瓷器几乎不再生产。

铁黄釉瓷器跟锑黄釉瓷器在观感
上完全不同，各擅胜场。 它们同是明
清时期由御窑为皇家专供，因而身份
尊贵，均为御窑瓷器之重要品种。

杨国辛：欣赏黄釉瓷器，不光欣赏
其黄釉色泽的细微变化，还应结合釉
色与器物造型、制作工艺，整体来看
待。 作为御用瓷，其制作工艺的严格
不言而喻，在它纯净的釉色、严格的
工艺把握背后，是皇权的昭示。

月白、霁红、霁蓝、豇豆红、蟹壳
青、柠檬黄 、鸡油黄 、瓜皮绿 、湖水
绿、茶叶末、孔雀蓝、茄皮紫、胭脂红
……纯净却美不胜收的明清单色釉
瓷器， 连色彩都被古人赋予了无限
诗意，令人浮想联翩。

明艳不可方物的明清御窑黄釉瓷
器， 近年成为收藏界追捧和关注的对
象。它的魅力除了来自瓷器本身，更离
不开背后深厚的宫廷文化内涵。

来自广州的著名收藏家冯玮瑜
2015 年曾在北京举办了“皇家气
象———自得堂藏明清御窑黄釉瓷器
展”，展品自明中期至清晚期，涉及
其中十三个朝代，三十三件 / 对黄釉
器， 被称为是中国大陆私人藏家首
次以序列形式收藏和展出明清御窑
黄釉瓷器，序列基本接近完整，展品
来源清晰，流传有序，点燃了国内收
藏界对明清御窑黄釉的兴趣。 近年
她更频频活跃在国际拍卖场， 见证
了黄釉御瓷的价值攀升。

2017 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推出“清
润柔辉： 茉琳琵金顿珍藏黄釉御瓷”
专场， 六件精品悉数成交， 总额达
3040.5 万港元。 弘治时期的黄釉以

“娇黄”釉色成为收藏界追捧的对象，
宣德时期和成化时期的黄釉瓷因罕
有而价格高扬，清三代黄釉瓷近年更
是高价频现。 至于以黄釉作底色的黄
釉珐琅彩瓷器， 更是达到天价的级
别———清乾隆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
牡丹包袱瓶，本月刚刚在香港苏富比
以连佣 2.07 亿港元成交！

本期我们请来收藏家冯玮瑜及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国
辛，分享黄釉御瓷背后丰富的历史、
文化及美学内涵。

壹壹 黄釉瓷器体现皇家气象

文明肇始：器立三足，彩以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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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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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贰 黄釉釉色各有妙处

叁叁“单色釉瓷器是瓷器收藏的最高境界”

羊城晚报记者： 近年在收藏拍卖
市场 ，明清黄釉瓷器的大众认知度和
价格有什么变化？

冯玮瑜： 以往较少人关注黄釉瓷
器，原因一是市场流通量少。 因为黄釉
瓷器除皇家外其他人不得擅用，皇宫里
很多，市场上很少。 二是大家对御窑黄
釉瓷器的历史文化认识不深。由于历史
文化传承的断层，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
藏家较多追求大红大绿的瓷器，反而对
含蓄隽永的单色瓷器不感兴趣，对黄釉
瓷器更加不甚了了。

2015 年“皇家气象———自得堂藏
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展”在北京开展后，
引起收藏界轰动， 黄釉瓷器开始引起
人们的重视。 2017 年我又与景德镇陶
瓷考古研究所共同在中国陶瓷博物馆
举办了“黄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
瓷器珍品展”，黄釉瓷器的收藏日渐深
入人心。 黄釉瓷器的市场价格也随之
一涨再涨。 但受时下经济环境和艺术
品行业处于调整期的影响，目前，御窑

黄釉瓷器还没
有达到它应有
的市场价格。

羊 城 晚 报
记者：您以明清
御 用 黄 釉 瓷 器
作 为 主 要 的 收
藏系列，出于什
么考虑？

冯玮瑜：因
为黄釉瓷器是
御用瓷器里最
高级别的瓷器，

其烧制水平的技艺代表了当时制瓷的
最高水平， 要研究明清二代的御窑瓷
器制度或中国古代制瓷历史， 要欣赏
最高等级皇家的瓷器， 都离不开御用
黄釉瓷器。 所以我就以明清二代御用
黄釉瓷器作为系列收藏的开端， 以最
高等级的藏品作为入藏方向。

我的藏品明清二代各朝都有，像弘
治的黄釉瓷器就有多件，都是不同的品
种。通过对各朝各代黄釉瓷器的实物对
比、分析、研究，你就会对各个朝代瓷器
的风格特征掌握得特别透彻。

羊城晚报记者： 对于想入手明清
单色釉瓷器的藏家，您有什么建议？

冯玮瑜： 单色釉瓷器是瓷器收藏
的最高境界。 各式各样的单色釉瓷器
极大地丰富了瓷器的美学语言，拓展
了多层次的审美途径。 我去年在广东
省博物馆举办了“五色祥云———自得
堂藏宋元明清御窑单色釉瓷器特
展”，据广东省博物馆记录，参观者近
22 万人次，可见人们对单色釉瓷器兴
趣渐浓。 近年来，在学术和文化的推
动下，人们对单色釉瓷器认识已越来
越深，市场价格也涨升不少，不断有
藏家转向专门收藏单色釉瓷器。

由于近年市场上真假混杂， 如果
是新手， 建议最好在大的拍卖行入
藏 ，最好是选择“品相完美 、流传有
序”的瓷器，这样虽然入藏价格高一
些，但较安全保险。 同时，在进入藏行
列之前，还是多充实自己收藏方面的
专业知识。 我的拙作《你所不知道的
中国收藏》和《藏富密码》，希望能给
有兴趣的人一些实际有用的帮助。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商代铜甗（yan）

陕西临潼白家村出土三足
赤陶，距今七八千年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
漆羽觞（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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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黄釉撇口大碗 （冯玮瑜藏品）

清嘉靖娇黄釉金钟杯
（冯玮瑜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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