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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著名中国宫毯收藏家、
宫毯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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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周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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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
地方史研究。现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古器物
部，从事研究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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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由岭南藏家所藏的青花釉
里云龙三现纹瓶，高39厘米，撇口长
颈，腹如橄榄，圈足下署“大清乾隆
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瓶身
满绘的云纹，以点阵构成，氤氲湿

润。翻腾于云海中的铜红釉龙纹，
神情凶猛，二目圆睁，细看还用了青
花点睛，龙身出没云际，肢体矫健，
麟羽丰满，五爪锋利。其构图最特
别之处，是龙身的大部分为云雾遮
蔽，只露出部分身躯，制造出若隐若
现的神秘效果。这种欲盖弥彰的表
现手法，与传统的云龙纹相比，可谓
别出心裁，另有一番趣味。

云龙纹是明清官窑的常见图
案。其一般式样是龙画全身，云火
纹周遭缭绕，虽有遮挡间隔，也只在
局部。而且传统的云纹大多是勾廓
朵云，明代流行壬字云，清代则多见
露白祥云。直到顺治朝，才在民窑
青花看到一些例外，即云纹使用分
水渲染的写意手法表达，并开始较
大面积地遮蔽龙身，这类突破传统
的纹饰，被称为穿云龙或“云龙三
现”。康熙、雍正官窑中，穿云龙纹
是愈来愈多见，而大多出现在青花

釉里红或青花红彩瓷器之上。像故
宫博物院藏的康熙青花海水红彩龙
纹碗，或是上海博物馆藏雍正青花
釉里红海水龙纹天球瓶，都是当时
的官窑名品。所绘青花云纹，皆是
官样的勾廓朵云。这类云龙纹的构
图本不稀奇，而是更侧重于炫耀那
个时代复烧改良明代青花釉里红技
术取得的成功。到了乾隆年间，官
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又有了新的发
展。正如该瓶所示，云纹采用了全
新的表现手法，龙纹则比起康雍同
一题材更显得神秘莫测，也更具艺
术气息。

乾隆年间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
纹出现的新变化，我们能在乾隆年
间著名督陶官唐英自制瓷器上看到
源头。胡惠春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文
物馆的乾隆墨彩云龙笔筒，以及《天
物馆藏瓷》曾著录的乾隆唐英制墨
彩云龙纹题诗笔筒，身上所绘精彩
的云龙三现素来被认定出自清代著
名陶瓷艺术家唐英的手笔。图案
中，作者以墨彩仿效水墨渲染的效
果，完全抛弃了传统以朵云堆积象
征云雾的呆板手法，绘画出翻腾的
云气，湿润朦胧，神秘莫测，一条吸

雾呼风的神龙则隐约其中，显露身
躯十仅一二，给人以无尽遐想。另
一侧有墨书题诗云：“指日春雷震太
空，甲鳞头角动英雄。乘云带雨飞
千里，吸雾呼风上九重。掷杖葛陂
仙法大，点睛僧壁巧人同。恩波挑
浪溶溶暖，一任遨游四海中。”

唐英生前喜画墨龙，这在他诗
集《陶人心语》中多有提及，所画皆
是泼墨写意的穿云龙。唐英这一熟
练之作，由纸上搬到瓷面，亦很快运
用在各类官窑瓷器当中，此瓶正是
其中一品，而这类题材还可以说是
难得有直接实物证明是唐英创制的
官窑品种之一。

唐英，字俊公，沈阳汉军正白旗
人，于雍正乾隆二朝榷理景德镇陶
务前后二十余年，自家文集也以陶
人自称。他善诗文，能书画，同时也
精通制瓷彩绘，既深谙陶务，也能突
破传统，发挥创作。雍正乾隆年间
许多官窑新品，都出自唐英心裁。
他的人生经历，不仅在于专研陶冶，
也还善于经营，曾上奏将次等官窑
变价出售以充厂费，使得清代大量
制作精良的官窑瓷器避免损坏浪
费，并且得以流传民间。

而在唐英的晚年，还与岭南结
缘，出任过粤海关监督。据黄超的
考证，唐英于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
间担任粤海关监督。这一职位主
要职责是管理海关和采办西洋贡
物，供奉内廷。如今翻阅唐英的诗
集和手稿，可以发现不少他游历广
东各地的经历。如卷四《粤海榷舍
漫兴》，所谓榷舍，即粤海关署。当
年该地不在如今为人熟知的西堤
粤海关大楼，而是位于高第街素波
巷东侧的旧址，如今还有一条小巷
叫“部前东”，部前指的就是粤海
关。关署东南侧五仙门内有一座
天后庙，唐英卸任监督前，曾为该
庙亲题联匾：“恩流福海”，“海接南
溟九译樯帆游泽国，山钟粤秀千秋
灵爽著波宫。”其中上联道出了广
州海外贸易繁荣，万国商船辐辏的
场景。

唐英传世的手稿中，就记录了
乾隆十六年间19艘欧洲商船来粤的
名号、国家和到港时间。至于下联，
唐英描述了天后宫所处的环境聚集
了灵气，所谓“山钟粤秀”，即指广州
城北的粤秀山。在广州期间，唐英
曾多次登越秀山镇海楼远眺观海，

并流连于白云山蒲涧的山水之间。
广州的“千秋灵爽”还可另指佛寺，
翻阅诗集，可见唐英与光孝寺僧过
从颇多，曾两度为方丈定宗的梅花
独立图题跋，而城西的长寿寺，他也
数往斋宿。这座清初经过传奇人物
大汕和尚拓建的庙宇，在见惯大世
面的唐英眼中，奢华壮丽得不可思
议，他在一首关于长寿寺的诗注始
中发出“庙寮备极弘敞精细”的感
慨。在唐英去粤北上的旅途中，吟
咏了八首《去粤吟》。其中第八首
《忆五羊城》最能代表这一年多来岭
南给他留下的印象：“岭界南天海徼
宽，僬侥风土饱经看。赭唇口吐槟
榔血，折栋心空白蚁餐。酷热阴寒
衣脱着，鮏鱼煿肉食辛艰。百无可
处生尤物，夏橙黄荔子丹。”诗中说，
广州濒临大海，风俗重商好利，这里
的人，喜欢嚼槟榔，这里的建筑，动
辄为白蚁摧折。夏天酷热，简直无
法穿衣，冬天阴冷，又使人难耐其
寒。活生生的鱼膾让唐英难以下
咽，两百多年前的叉烧，也不合他的
胃口。岭南在唐英眼里，可谓一无
是处，唯独橙子和荔枝，他愿意衷心
地点一个赞。

宫毯收藏：
一丝一缕间，读懂旃蒻之美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实习生 黎裕姗

目前留存于世的中国宫毯数量
并不多，其中故宫博物院藏量最丰，
资料显示，故宫博物院现存近千件
明清宫廷用毯，包括地毯、炕毯、墙
挂毯或壁毯、宝座毯、马鞍毯、轿帘
毯等，从工艺上又分栽绒毯、平纹
毯、缂毛毯、圈绒毯等。其中以栽绒
毯最多见，其编织方式，是经在纬线
交织构成的地毯底基上，用手工绾
结工艺栽植毛绒而成。

周小寒告诉记者，现存于世的
中国古毯，其中大部分需要专业的
修复。一些流落在外的中国古毯，
外国收藏者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文
化，损坏后更苦于没有同样的毛质、
按照从前的工艺来修补，导致无法
修复或修补得面目全非。故此，周
小寒认为收藏、保存中国宫毯固然
重要，按传统工艺修复、并将老制作
手艺流传下去，才能令中国宫毯重
现辉煌。三十年来，经他修缮的老
地毯已多达上百幅，而他坚持植物
染色、坚守传统工艺，更被称为“宫
廷地毯的最后守护者”。

羊城晚报记者：修复中国宫毯
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周小寒：修复宫毯，跟修复文物
一样，要不计工本、修旧如旧。

每处毯子的破损处，不只是简
单的缝补，而是从花色、图案、纹理、
疏密、厚薄、磨损氧化状态、经纬的
粗细捻度、毛质的粗细产地、含绒量
等等综合考虑，尽量做到最完整自
然的复原。

每处破损都要力求找到相应的
老毯残片来修补，将能匹配上的毛
毯一个扣一个扣拆下来，用八字扣
拼接回破损毛毯处。这样一个扣一
个扣地移花接木，每处修复都要经
过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对比。如果
材料不一样，容易造成修复后的品
质与先前不同。

老地毯每平方英尺就有4900个

扣，要一个一个扣去复修，一小块毯
子就要修补一个多月。

羊城晚报记者：除了修复，您还
用中国传统方法织造宫毯，这当中
有何难点？

周小寒：制作传统的宫廷地毯，
从选毛到清洗、梳弹、手工纺线、染
色、织作、打磨，每一个步骤都相当
讲究。

宫毯以八字扣为编织方法，用毛
线在前后两根经线上编织出八字扣，
毛线留出一定长度，以这样的方式编
织出的地毯踩上去更为松软舒适。
我对宫毯制作进行了改进，原来的地
毯一平方英尺四千九百个扣，但我现
在做的达到一万个扣，令线条更加细
腻，编完后需要将它砸瓷实。

一位熟练的技师一天只能编
7000个扣，一条12平方米的宫廷地
毯，光编织就要耗费 200个工作日。
一幅复刻唐代张萱名作《捣练图》的
宫廷地毯，比原画还要立体逼真，用
毛和丝等线织成，240 万个八字扣，
光编织就要400个工作日。

跟每一个濒临失传的老手艺一
样，宫毯技艺也是枯燥冗杂的，后继
无人是传统工艺共同面对的问题，
希望我们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传统
而美好的工艺。

羊城晚报记者：随着工业化生
产的冲击以及植物染色工艺本身配
方的复杂与高昂的成本，植物染色
渐渐被化学染色所取代。您为什么
在手工地毯制作上坚持用纯植物染
色？

周小寒：植物染色在中国已有
数千年的历史，用栀子花花籽染色
丝绸的技术从汉代就有了。

不同于现在流行的化学染色，
植物染色的原材料来源于天然的植
物根茎、花卉，原料包括姜黄、苏木、
栀子花花籽、红花、核桃皮等，将染
色原料碾成粉末可以尽快释放色
素。羊毛则选自中国最好的宁夏羊
毛，质量好、纤细、柔软、纤维长。经
过植物染色的纺织品色彩层次丰
富，柔和而纯净，染好后有一种纯天
然的中草药的味道，怎么洗都相互
不串色，牢固性最强。可历经百年
光彩依旧，而这正是宫毯技艺的精
髓所在。

羊城晚报记者：您被称为“宫廷
地毯的最后守护者”，坚守的初衷是
什么？

周小寒：中国古代地毯是一个
综合的艺术载体，承载了丰富的信
息。单说它的图案设计，和程式化
的波丝地毯就有很大不同，它的图
案设计可谓变化万千，有的疏可跑
马，有的密不透风，体现了多民族的
文化融合发展进程；它又不同于西
方设计的直观，它贴近于诗词，图必
有意，意必吉祥。这些老祖宗流传
下来的美好而永恒的东西，太值得
我们珍惜了，也因为不懂，所以才更
应该作进一步研究。

希望宫廷地毯制作这门古老的
手工技术，不要被排山倒海的工业
化湮没，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总有
一天也会需要这些美妙的物件，来
点缀他们日渐乏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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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制作 重现辉煌

明清两代 凡地必毯
宫毯之美 鲜为人识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云龙三现图长颈瓶

清晚期
黄地团凤杂宝纹栽
绒地毯（局部）
北京毯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
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
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
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
袜绣鞋随步没……”

白居易的一首《红线毯》，道
出了当年从宣州进贡的丝织地
毯的极尽精美，也道出了唐代宫
廷生活的奢靡无度。

中国地毯工艺历史悠久，宫廷
地毯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它用料考
究、工艺精湛，却不似瓷器、玉器般
坚固，极易朽损。在国内的收藏市
场，宫毯一直属冷门的门类，人们
对如此辉煌的中国地毯艺术知之
甚少，许多古毯在一百年前便已离
开了中国，流落在西方。

近年，古代地毯真正的美和
价值渐渐被少数人所认知，陆续
现身于拍卖收藏市场。今年中国
嘉德在春秋两拍中，连续两次推
出《雕文织采——匠心纺珍藏古
代地毯专场》，拍品皆为清代地
毯。本月5日举槌的秋拍专场，共
计推出32件宫毯拍品，其纹饰繁
复精美，古韵十足，“图必有意，意
必吉祥”。其中一幅清嘉庆龙纹
栽绒柱毯，成交价达50多万元。
行业人士认为，这个交易价在国
内古代地毯拍卖中属高价，但与
国外一些古毯专场相比，价格仍
有较大的差距，显示国内的古毯
收藏尚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宫毯收藏家、宫毯匠人周
小寒与中国古代地毯结缘三十年，
也是“雕文织采”专场中这些古代
地毯的主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
在北京长城书画社贩卖古毯，到后
期收藏、修复老宫毯、用传统古老
的方法制作宫毯，他的大半辈子心
血都花在宫毯上。在他看来，这些
工艺精美的古毯、虽然不免陈旧，
却凝结了无数匠人的智慧，它们历
尽岁月风霜，留住历史印记，更是
一个综合的艺术载体，体现了文化
自信和美好追求，其珍贵程度称得
上是“踩在地上的软黄金”。

有“亚洲艺术教父”之称的安思远，
其藏品中最为著名的是碑帖和明清家
具，他对中国宫毯也情有独钟，不但收
藏中国古代地毯，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
安思远旧居的大厅地面上，也铺设着不
少美轮美奂的中国老地毯，其中一张清
代皮球花纹饰地毯尤为精美。皮球花
纹饰又称为小团花，是一种不规则的呈
放射状或旋转式圆形纹样，明清时已普
遍应用。精美的古代宫毯为居室增添
了更多迷人的东方色彩。

不独安思远，许多西方收藏家和收
藏机构对中国古代地毯都十分钟爱。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纺
织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馆、京都大
学等都藏有中国编织的地毯，日本正仓
院中的中国唐代地毯更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制毯用毯历史悠久，新疆鄯善
曾出土7件栽绒毯，断代约为公元7世
纪左右，据称是目前出土的世界最古
老的地毯。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新
疆东汉毛毯（残件），也是年代较早的
中国毯实物。

“新疆毯早，宁夏毯好。”中国地毯
发展起源于新疆，后经丝绸之传播到宁
夏、甘肃等西北地区，宁夏毯由于做工
精细、质地优良，渐成为龙头，承接了宫
廷、贵族专用毯。清内务府引入北京织
造后，织毯工艺扩散到内陆各地。

明清两代的皇宫，曾经历过“凡地
必毯”的辉煌景象，明清宫毯可谓实用
与装饰价值兼备的高级艺术品。但在
国内，宫毯之美鲜为人识。在浩瀚如
烟的历史文献中，有关毯的资料记载
极少，又因毛织纤维受潮易损伤，年代
久远的古毯极难保存。宫廷毯一般体
积大、质地厚，移动开合不便，其“庐山
真面目”难以为人所知。

中国宫毯收藏家、宫毯匠人周小寒大
半辈子心血都花在中国古代地毯上。他
所期望的是，让更多国人热爱与欣赏这种
铺设在地面上令人惊艳的东方艺术。

羊城晚报记者：中国古毯的历史可
以上溯到什么时期？

周小寒：席地而坐，是众所周知的
最初的生活起居方式。

“席”可分为两大类：用草或竹编
织的席为“凉席”，用毛或丝编织的席
为“暖席”。“席”因不同用途，又被赋予
许多名称，如“褥”“垫”“地衣”“氍毹”

“毡”等等。
新疆地区汉墓中，出土有毛类编织

物，如东汉墓出土的马鞍毯。唐三彩

中亦可见地毯的踪影。这些毯子均以
手工一道道编织而成，纯植物染色，费
时耗力，但颇为坚固，颜色几百年后反
而更为典雅耐看。

东汉著名军事家、外交家班超出使
西域，其兄班固写信叮嘱他以300匹丝
绸换取西域地毯，从侧面反映出人们
对手工编织地毯的认知，已经提升到
艺术品的高度，给予昂贵的价值，深受
中原地区贵族阶层甚至皇室的偏爱。

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中也可以看
到，地毯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过广泛应
用，甚至将这种现实中的美好铺设到天
国，供众神们欢宴歌舞，敦煌莫高窟壁画
便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描述。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学
习、汲取着各民族的文明和智慧：在编
织地毯的材料上，使用了丝和鸟的羽
毛；技艺上，变波斯人常用的马蹄形编
织方法为8字形编制方法；从大自然树
木花卉和飞禽走兽中获得鲜活的灵
感；从青铜器、陶器、宫廷及寺庙的装
饰物上汲取创作素材。新旧交融、推
陈出新，设计出更加灿烂美好的图案。

随着人们生活中坐具的抬高和各
种家具的丰富，地毯逐渐成为奢侈
品。但为了体现所处环境的庄严富
丽，地毯在皇室宫殿和富贵人家依然
是室内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城晚报记者：中国古代地毯包括
什么类别？当中的巅峰之作宫廷地毯的
艺术价值何在？

周小寒：古毯从地域上分有西藏
毯、新疆毯、蒙古毯、宁夏毯、北京毯几
大类。从功能上可分为宗教毯、马鞍
毯、地毯等。不管是哪一类，保存好、
年代久、工艺精湛或独一无二等，都是
收藏考量的标准。

中国地毯的最高级别是宫廷地毯，
它代表着织毯工艺的最高艺术水准，
织造工艺讲究，图案丰富多彩，质感细
腻上乘。

宫毯起源于宁夏，因其织结坚牢，毯
面柔软，深得皇家权贵的青睐，自元代
起，就成为皇宫的御用品，宫毯也就由此
得名。

悠久的历史积淀，让繁复的工艺日臻
完善，造就了宫毯的璀璨文明。清代的北
京毯达到了宫毯的顶峰，集之前工艺之大
成，图案纹饰上从明代的婉约瑰丽之气中
跳脱出来，风格庄重华丽，图案繁复，寓意
吉祥，图案纹饰多体现了皇家意志和皇权
威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乾隆年间，宫毯“盘金毯”就已跻

身宫廷上等藏品，与景泰蓝、玉雕、牙雕、
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京绣并称为

“燕京八绝”。2009年2月，北京宫毯已
被正式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羊城晚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宫毯
收藏的道路？核心藏品包括什么？

周小寒：宫毯收藏，是一项冷门的收
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老宫
毯，在当时国人眼中，这些不过是没用的

“破烂”，大部分的老地毯都被外国人，以
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走，流到了国外。

外国人对中国的地毯尚且有这么深
的感情，中国人为何不懂得欣赏？我开
始钻研中国古毯。随着人生经历得越
多，我越发现，最爱的还是中国古毯。

这些年来，我辗转世界各地把那些
失落的中国古毯一点点买回来，再逐一
进行修复。这些美好而古老的东西应该
保存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目前我收藏的中国古毯有数百幅，
明清宫毯价值最高，也是我的主要藏
品，其中精品宫毯有一百多幅。古毯
收藏市场需要培育，今年以来我逐渐
释出一些清代地毯，希望这些藏品引
起更多人关注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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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栽绒挂毯
蒙古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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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寒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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