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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

一位热爱收藏西洋瓷器
和艺术品的资深藏家； 国内
首家西洋收藏艺术品内容平
台“i 搜藏” 创始人；西洋艺
术品商铺 “千寻百物” 创始
人； 梅森瓷器 Meissen 中
国市场咨询方。

从事文博工作二十余
年，现为广州博物馆宣传教
育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
清代中国外销纹章瓷、中西
制瓷工艺和装饰风格的交
流和影响等。 2017 年策划
国内公藏机构首个清代中
国外销纹章瓷的主题展览
《辉煌印记———广州博物馆
藏 清 代 中 国 外 销 纹 章 瓷
展》， 并同步编写出版展览
配套书籍。

邓玉梅

藏家热话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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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枯燥且乏味，
但它偏偏最实用？

文 /Ivy 于小思 从事品牌公关数年
资深外国文学爱好者

作者简介

腕表篇②

壹 蓝色洋葱：源于东方的经典纹样

“欧洲第一名瓷”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图 / 受访者提供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中华文明的历史中贯穿着的瓷器文明，曾像谜一
般吸引着西方。数百年前，以“天下瓷都”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乘海上丝绸之路的风
帆，跨越浩瀚大海抵达欧洲，激起一场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国瓷器热”。色白如玉的中
国瓷器被誉为“白色金子”，受到欧洲贵族阶层的疯狂追逐，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由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有人从遥远的东方把它带回。 ”十六世纪中叶一位
意大利占星家这样写道。 当时，西方世界对瓷器制作略显幼稚的想象，构成了瓷器在中西
文明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环。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风格产生
深远影响，并直接刺激了欧洲制瓷业的诞生。

在瓷器界、收藏界，不得不提一个地方，那就是欧洲瓷器的诞生地和摇篮———德国梅
森。 梅森瓷器以其卓越品质和精湛技艺，成为全世界顶级的瓷器品牌。

那么，“欧洲瓷都”缘何“花落”德国梅森？从模仿到融合，梅森瓷器走过怎样的“逆袭”
之路，被誉为“欧洲第一名瓷”？这一切，都可以在广州博物馆的“白色金子·东西瓷都———
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中窥探一二。 本期《名家话收藏》，让我们走进梅森，一起探寻
中西方瓷器的梦幻情缘。

收 藏 梅 森 瓷 器 是 一
个意外 ，我一直有在欧洲
逛跳蚤市场的习惯 ，每次
都 会 找 一 点 自 己 喜 欢 的
物件。 早年偶然之间碰到
一件瓷偶瓶 ，在它的底座
上有 5 位牵着手 ，欢快跳
跃着围成圈的天使 ，神情
动作各异。 当时看到很喜
欢，便买入了。 实际上，这
是 一 件 由 德 累 斯 顿 某 瓷
厂 仿 造 梅 森 的 瓷 器 。 至
此 ，我开始对梅森瓷器有
了兴趣，便研究起来。

梅 森 瓷 器 是 一 个 比
较好入门的收藏品类 ，因
为它有很多日用瓷器。 比
如中古的 “蓝色洋葱 ”系
列瓷器 ，它的价格除了少
数稀有的图案以外 ，都是
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很
适合新手入手 ，日常也可
以当作餐具使用。 正是因
为如此 ，我从 “蓝色洋葱 ”

开 始 ， 陆 陆 续 续 购 置 梅
森 ，在使用和购买的过程
中不断去品味，去学习。

收藏梅森之后 ，我开
始懂得整理时间 ，花上些
时 间 喝 喝 茶 ， 摸 一 摸 藏
品 ，开始因为好奇去继续
探索和研究 ，这也是最让
我沉醉的地方。

收藏期间 ，我遇见很
多有趣的人和事。 因为购
买梅森， 我认识了一位在
德国乡间开葡萄酒庄的梅
森瓷器藏家。 他们家背靠
葡萄园， 临着一条蜿蜒的
小河。 他每年都会邀请我
们前去品酒，聊瓷器。 每年
我也会购置一些他们自产
的酒放在家里， 等到举办
展览的时候， 拿出来和国
内的藏家们共享。 在收藏
生涯中， 这样的故事非常
多， 也是收藏梅森带来的
趣味之一。

羊城晚报： 本次展览中展出
了以梅森为代表的欧洲瓷器精品
77 组 136 件 ， 观众可以领略到哪
些梅森瓷器？ 展品各有什么亮点？

邓玉梅： 本次展览展出了多
件梅森瓷器的代表性文物， 如德
国杜塞尔多夫黑提恩斯———德国
陶瓷博物馆收藏的一套双人用咖
啡具， 观众可以欣赏咖啡具上经
典的“蓝色洋葱”主题纹饰。

展览还展出了梅森瓷厂巴洛
克时期的典范之作———“猴子乐
团”， 它也是梅森瓷厂制造的众多
雕像中最受欢迎的产品。 1753 年，
坎德勒创作了一幅由 21 只猴子组
成的滑稽管弦乐团草图。这些猴子
穿着时髦，以滑稽的方式模仿人类
的行为，产品绘制精细，工艺考究，
一经面世便广受欢迎，尤其在法国
巴黎备受青睐。当时德国的一种传
统娱乐活动“角色扮演”在最高级
的皇家宴会上极为流行。宴会上的
宾客穿着不同人群的服饰，扮演不
同的角色。坎德勒正是利用这些猴
子瓷塑，以幽默手法讽刺了当时的
宫廷社会。

梅森瓷器博物馆收藏的美惠
三女神瓷塑，也在展览中亮相。 希
腊神话中的美惠三女神， 象征美
丽、温雅与欢乐。 梅森瓷厂生产的
女神雕像，人体比例匀称，细节刻
画独到，表现了十八世纪中期古典
主义风格在梅森瓷器中的盛行。

羊城晚报： 梅森瓷器的经典
餐具纹样 “蓝色洋葱 ”系列 ，繁复
华丽的 “雪球花 ”系列均亮相本次
展览 。 梅森瓷器的纹样 、 装饰手
法 、 制作工艺等方面有何独特之
处？

邓玉梅： 梅森瓷厂的蓝色洋
葱纹饰约于 1739 年出现， 一直沿
用至今，且纹样变化不大。“蓝色洋
葱”这一釉下蓝彩系列是梅森瓷厂
仿制东方青花瓷取得的首个成功，

并发展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经典
餐具系列纹样，被多达六十余家欧
洲和东方瓷厂广泛采用。

目前广为人知的“蓝色洋葱”
纹样是 1739 年由梅森瓷厂总监、
著名的瓷绘家赫洛特在完善釉下
蓝彩的烧制工艺后，根据中国的青
花瓷器纹饰创作而成的。“洋葱”系
列的中心纹饰是紫菀、花茎与竹子
相互交错， 边沿是桃子和石榴枝，
最初按同一方向排列，后来又相互
交织。 这些仿效外来水果的样式，
看起来类似欧洲的洋葱，因此称为
“蓝色洋葱”。

“雪球花”工艺堪称梅森产品
中最重要的装饰手法之一，300 年
来被广泛应用。

1739 年， 梅森瓷厂的塑像大
师约翰·约阿希姆·坎德勒首次为
奥古斯都三世设计了雪球花餐
具。 这种餐具装饰立体， 工艺考
究， 装饰性重于功能性。 时至今
日，“雪球花”产品仍然在梅森以
传统的方式生产。

曹墨雨：梅森瓷器源于中国。
在瓷器厂成立之初， 大部分工作
是模仿东方瓷器。 1740 年，梅
森从中国和日本的花纹找寻灵
感， 创造出 300 年来从不间断的
经典花纹“蓝色洋葱”。

“雪球花”系列则是梅森在造
型上的创新， 每一片花瓣都是在
工匠的捻摁下形成的， 再用湿的
泥浆作为“胶水” 黏合每一片花
瓣。 在欧洲各大王宫，经常可以在
壁炉上或是吊顶上等显眼处，看
到梅森的“雪球花”工艺，这也说
明它极受皇室喜爱。

和中国不同， 梅森在制作瓷
器上采用德式思维方法。 他们将
300 年间所有的模具保存至今，可
用的模具有数万之多， 并且将对
应的工艺和花纹归类存档。 再通
过自办制瓷师学校，代代传承，尽
可能避免工艺技术流失。

羊城晚报： 德国梅森小镇被
誉为欧洲瓷器的摇篮 ，在历史上 ，
梅森如何与瓷器结缘？

邓玉梅：德国梅森，位于德国
东部的萨克森州， 在萨克森的首
府德累斯顿西北二三十公里处。
梅森历来以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息
著称于世， 加上悠久的陶器和玻
璃制作传统， 孕育了梅森瓷器高
雅品位和卓越品质。

17 世纪末，萨克森的统治者
奥古斯都二世不惜工本地在梅森
开展瓷器仿制试验， 直接促成了
“欧洲瓷器摇篮”的诞生。 而梅森
之所以成功研制出瓷器， 最关键
的因素是在阿尔布雷希特城堡附
近发现了生产硬质瓷的必需物
质———高岭土。 近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与高岭土共同作用，让梅森
在短时期内得以实现瓷器制作的
突破，超越欧洲仿制瓷器的先驱，
率先生产出硬质瓷器。

曹墨雨：17 世纪， 中国的瓷
器借由船运大量进入欧洲， 在当
时形成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各国
王室争相追捧， 价格已然超过黄
金制品。 经过炼金术师长达百年
的实验， 德国炼金术师伯特格尔
在奥古斯都大帝的资助和高压
下，终于在 1708 年成功制作出接
近瓷器的材料， 一种类似于常见
的紫砂一般的红棕色硬质瓷。 在
往后不间断的尝试下， 最终制造
出白色的瓷器。 1710 年，皇家陶
瓷厂成立， 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
的梅森瓷器的前身。

羊城晚报： 梅森瓷器如何中
西融合 ？ 形成了怎样的艺术造型
和风格？

邓玉梅： 赫洛特是梅森瓷厂
彩绘阶段的关键人物， 对梅森瓷
器初期产品的特点和风格起了决
定性作用， 并形成了欧洲瓷器彩
绘装饰的传统。 他擅长仿效东方
风格， 尤其对中国风的把握更为
精湛。 梅森及欧洲其他瓷厂的部
分早期产品起初均模仿中国产
品，尤其是青花瓷。

1722 年前后，赫洛特专门为
梅森瓷厂创作了中国风主题的纹
饰。 中国风人物纹样在梅森瓷厂
风行了约十余年。约于 1732 年开
始， 梅森瓷器上的欧洲动植物图
案取代了亚洲样式的花卉图案。
这反映了梅森风格从最初的模仿
东方向融汇中西， 汲取欧洲本土
文化艺术养分的转变。

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梅森瓷厂的产品生产从彩绘阶段
进入模制阶段， 坎德勒制作的瓷
器塑像成为最重要的产品。 从
1763 年开始，“新古典主义”的艺
术风格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瓷器
领域内装饰风格逐渐偏好沉稳庄
重的古典主义风格。

曹墨雨： 在梅森瓷器里不乏
东 方 元 素 。 比 如 梅 森 的 Chi-
noiserie 系列， 刻画的是十八至
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生活场
景的想象，人物常留着八字胡，穿
着鲜亮带有花纹的服饰， 或是游
玩，或是交谈。 还有梅森的明龙系

列， 描绘的是中国明朝的四爪金
龙，威严十足，眉眼之间细看还有
一丝调皮。

还有一个让我感受很深的东
方元素，是梅森近代大师 Wern-
er 教授制作和绘画的作品， 由于
受中国和日本的绘画风格和技巧
的影响， 他的作品很像插画版的
国画作品，童趣且梦幻，可以让人
不断回味。

欧洲瓷器经历了 100 多年的
变革后， 已经和中国瓷器大不相
同， 甚至在中国传统工艺之中创
新了很多独有的工艺。 比如中国
传统的堆白工艺，在梅森也有，从
表面看很接近， 但几乎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制作方法。 梅森也在白
色堆白的基础下创新了其他的色
彩和塑造方式。

羊城晚报：在梅森瓷器的
判别 、鉴定和保存上 ，需要考
究哪些方面？

曹墨雨：欧洲瓷器包括梅
森瓷器，都有一套可以溯源的

“款”，也称“底标”。 比如梅森
的双剑标 ，300� 年间不断变
化，藏家可以根据其标志的变
换，判断粗略的年代。 因为双
剑标是手绘，且有不少藏家购
入梅森作品后自行绘画，难免
影响判断，这就需要与瓷器本
身的器型、胎体、釉色和釉面
的手绘结合。 若是与底款相符
合，就可判断大概。

如果只将瓷器放置柜子
里，难免可惜。 除了少数极其
珍贵的藏品瓷器，其他瓷器建
议常常使用。 唯一需注意的
是，使用金属餐刀时要避免过
度用力， 防止在釉面留下划
痕，影响其收藏价值。 在使用
中品味前人的工艺，也是很惬
意的事情。

羊城晚报：梅森瓷器在现
代收藏中有何收藏价值？ 近年
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梅森瓷器
表现如何？ 哪类藏品较受青睐？

曹墨雨：收藏的保值升值
自不用说，这要看眼光，各人
各不相同。 梅森瓷器一直是拍
卖会热门拍品，在欧洲拍卖会
上 最 受 欢 迎 的 是 1710 年

-1780 年的古梅森瓷偶和餐
具。 但是古梅森对鉴定有一定
的要求，入手需要谨慎。

此 外 ， 还 有 近 代 大 师
Werner� 教授的高端系列和艺
术品系列，比如在中国收藏圈
非常热门的 1001 夜系列和仲
夏夜之梦系列。 再有就是稀有
的孤品， 孤品对藏家要求很
高，一是判断稀有程度，二是
定价。 孤品的定价往往具有弹
性，若是喜欢，便可能会有藏
家愿意出较高的价格购入。

在购置梅森方面，我的建
议是追随自己的眼缘。 梅森瓷
器品质都是同时代瓷器的顶
尖作品，只要是品相完好的正
品， 品质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更需关注的则是你是否喜欢
这样的造型和绘画风格。

相信资深表迷们对很多腕表
的复杂功能都不陌生， 除了时间
的显示之外， 腕表的一些其他功
能都是在不断为我们提供附加
值。 如果足够浪漫，就选月相，想
要满足至高的听觉享受有三问，
万年历体现了最科学的算法，陀
飞轮则是兼具技术与美感的结
合。而和这些一比，有一种功能就
显得有点不值一提， 那就是很容
易被人忽视的动储显示。

确实，尤其在今天，虽然很
多腕表已经有了自动上链功能，
但对于很多强迫症来说，戴一枚
没有动储显示的腕表不外乎开
一辆没有油量表的车，或者是给
你一部看不到电量显示的手机，
这种不安全感就叫做———无法
纵观全局的痛。在没有动力储存
显示功能之前，判断腕表的剩余
动力是一件麻烦事儿。对于腕表
新手来说，动储显示功能则省去
了很多因为动能不足而需要重
新调校腕表的烦恼。

曾经的动力储存用处可太
大了。最早的动力储存出现在几
个世纪前的航海钟上，当时在海

上航行的船只，需要依赖走时精
准的航海钟来测算经度，确保航
行安全。 后来随着怀表的盛行，
动力储存概念也被沿袭下来。

钟表业界评价动力储存优
劣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长
动力，也就是维持手表走时的动
力储存时间越长越好。第二是能
量递减的速度越均匀越好。如果
一只手表越来越快地衰减掉它
的能量，就会走时不准。 手表储
备的能量越长， 衰减得越均匀，
对制表技术的要求也就越高。

推动动储显示的结构简单
来说是在发条盒系统中增添一
枚齿轮，使其能随发条松紧而驱
使轮系传动，配合面盘的设计即
能清楚了解动能多寡，实际而言
其运转原理并不复杂，但却极其
实用。机械表的动力消长原本是
很抽象的概念，不过动力储存显
示却成功地将其转化为表盘上
能够具体量化并被读取的一种
依据。动储显示发展至今已衍生
出众多样式变化。今天我们不深
究原理，就来看一看腕表动储都
有哪些呈现形式吧。

动力储存显示在腕表上最
常见的是指针刻度盘显示。通常
会在面盘以一个弧形刻度标示，
并 在 两 端 分 别 印 上 诸 如
"High"、"Low" 的判读依据或
是完整的动储能力单位（还有的
是数字和 “+”“-” 符号标识 ）。
当然也有什么都不标注的，只凭
指示标识的粗细来进行判断。

有时候为了平衡面盘的格
局，会把动力储存指针的运作弧
度范围拉大至近似圆周的地步，
将动力储存显示设计成表盘的

圆形样式以与小秒针等功能形
成对称，增加腕表整体的视觉美
感。

指针刻度显示

和指针刻度显示不同的是，
视窗显示更为直观。尽管看不到
具体的时长刻度，但仅凭色块区
域也能够大致知道动储时间，也
更有趣味一些 。 小清新鼻祖
NOMOS 非常擅长用撞色的视
窗色块来显示动储间 ，Metro�
1101 在 1 点钟位置有一个非对
称的视窗，红色显示为上满链的

状态，随着红色逐渐消失，则提
醒你，你的腕表该上链啦。

视窗显示

线性显示

动储显示发展成熟后，也有
一些表厂开始尝试一些创新的
动储显示。 2000 年开始，线性动
储显示开始出现。它打破过去因
应发条盒为圆形故动储显示系
统亦采圆弧思维建构的观念，以
线型显示动力的想法就如同温
度计的呈现方式一样直觉且合
乎逻辑。然而为了达成直线式的
量化指标， 其组成结构需经改
造，相对也提升其制作难度。 所
以这种类型的动储显示也塑造
了一些品牌独特的产品特色。

其他创意的动储显示

当然，除了一些常规的动储
显示外，还有一些更为创新的品
牌在源源不断尝试更不拘一格
的动储显示。资深表迷可能会知
道 MB&F 这个独立制表品牌，
MB&F 更像一个机械实验室 ，
很多作品都特立独行。

就在上个月 ，MB&F 又推
出一款全新的 HM10 表款 ，外
观设计灵感来源于斗牛梗。这枚
腕表的动力储存显示在狗牙上，
约有 45 小时的动储时间， 狗牙
完全张开时表示上满链的状态，
而当狗牙逐渐闭合，则意味着能
量消失殆尽。

其实在今天，仍有很多人觉
得动储显示不是必需的功能，但
实际上对于初接触机械腕表的

新人和怕麻烦的人来说，它又确
实是最朴实也最实用的功能，况
且今天也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
造型来满足佩戴者的喜好。保持
机械表日常精度的最佳做法是
每天完全上满链，而很多现代的
机械表，有时在上链时表冠感觉
不到明显阻力，表盘上有一个可
视指示器时则能起到一个提示
和参照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心里有底儿”。

所以，尽管它不如月相那么
浪漫，没有三问的听觉享受，也
不如万年历那般聪慧过人。 但
套用一句腕表圈的公认口号来
说， 腕表的动储显示功能就是
这么简单、枯燥且乏味———但却
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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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收藏，品位与探索之旅

逆袭

贰 欧洲瓷都：融汇中西，成就独特风格

收藏体会：在使用中品味前人工艺叁

百达翡丽 5146J， 动储显示位
于 12点位置，用“+”“-”符号显示

沛纳海 PAM00533 采取横
向的线型动储显示设计。 其通
常位于 6 点方向， 指标会从最
右边代表满链的刻度， 一路往
左移动指示能力的消耗

Metro 1101 在 1 点 钟 位
置有一个非对称的视窗

MB&F 于 LM1 上将动储显示改造成垂直形态的立
体装置，迎合面盘整体仿如建筑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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