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石狮 尼松义

这件汉代印方格纹陶罐（见图），
福建省晋江市博物馆收藏。其口径
9.3、底径11.8、高13.3厘米。这件陶罐
的罐腹上满印方格纹饰，古代匠人待
制坯好后，用一种带有方格纹样的模
具，在陶罐坯体的腹部盖印一周这样
的方格纹样。这样的操作既装饰了陶
罐的外部，使得陶罐显得富有生气，又
表达了一种制作的理念。同时，与具
有光滑表面的陶罐相比，装饰了方格
纹的陶罐在提取、使用时因为有了手
与陶罐之间摩擦力的存在，更容易提
取和使用。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
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
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
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
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
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
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
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
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
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
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
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
注、所表现。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
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
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
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
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
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
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
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
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
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
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
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
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
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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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吉祥的明代景德镇窑
青花瑞兽图盘

这是一件展陈于福建省世茂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景德镇窑青花瑞
兽图盘（见图），大约制作于明代弘
治至正德年间。这件器物做工精
细，瓷胎坚实，釉色洁白，青花发色
艳丽，绘画细致。盘子的内部和外面
画满图案，包括莲花、绿树、山石等图
案，盘子的内底还绘画有似鹿样的瑞
兽两只。两只瑞兽奔跑跳跃，回首远
望，其中一只瑞兽嘴里衔着仙草，整幅
画面显示出一片喜气祥和的气氛，有
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这是古人把对
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瓷器的制
作上，古代画师把一些吉祥符号绘画
到瓷器上，瓷器烧制后为人们所使用，
人们天天可以看到瓷器上的这些吉祥
图案，心中自然就会喜悦。

明代瓷器装饰手法已从元以前的
刻、划、印、塑等转为彩绘（绘画）为主
要手法。绘画纹饰的内容更加复杂多
样，植物、动物、文字、山水、人物、花
鸟、鱼及虫等无不入画。明代早期以
写意画为主，画风自由、奔放、洒脱；明

后期以写实为主，画面抒情达意、简约
轻快，极有漫画趣味。

明代瓷器纹饰装饰以绘画为主，也
有刻花、划花、印花、镂雕等方法。从绘
画风格上看，人物、花鸟、飞禽走兽都极
为生动豪放、富于画意，线条舒展流畅；
加之釉色淳朴浑厚、丰富多彩，就更增
加了画面的美感。官窑瓷器的纹饰比
较工整、细致，民窑器物的纹饰笔法潇
洒、自由奔放，生动地表现了对现实美
好生活的愿望。画面题材十分丰富，
人物、花鸟、飞禽走兽无所不有，有些画
面取材于锦缎上的纹饰，或受小说木刻
插图的影响，或取材于戏剧、民间故事
传说等。 （尼松义 文/摄）

清代画家冷枚《梧桐双兔图》
■陕西西安 马小江

2023年是农历兔年。兔子在民
间象征着吉祥、智慧和谨慎，“玉兔呈
祥”之说一直深入人心。兔子形象乖
巧可爱、温顺活泼。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兔子的寓意十分吉祥，被视为太平
盛世将临的吉兆。在诗词歌赋中，它
还常常被人们用来代表月亮、光明和
重生。甚至在具有佛教传统的印度，
兔子也被人们赋予无私奉献的伟大形
象，被送入月宫得以永生。

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被认为
是吉瑞之物，可通人神。封建君主时
代，兔子还有着特殊政治寓意：赤兔
——王者德盛则至；白兔——王者敬
耆老则见。即赤兔白兔昭示着上天对
有德之君的称赞，故深得君王喜爱。
《魏书·灵征志》记载，唐太祖曾下诏在
九次出现白兔的神山县建白兔观进行
祭祀，并改兵符为银兔，足见唐朝统治
阶级对白兔的敬仰。

不仅王宫贵族喜爱兔子，在民
间，兔子也深得百姓喜爱。古往今来，
人们把圆月、桂花和玉兔等代表中秋
的美好事物写进诗词中，画到绢帛上。

《梧桐双兔图》（见图）是清代画

家冷枚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纵176.2、
横9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图景物细腻逼真、色彩和谐宁静，具
有光影的效果和体积感，是受西画影
响的中国画作品。

画中绘梧桐二株，石缝中斜出一
株桂花。野菊满地，柔草丛中，两只白
兔相戏。本幅款署“臣冷枚恭画”，钤

“臣”朱文印，“冷枚”“夙夜匪解”白文
印二方。

在天高气爽的秋天，在阔旷宁静
的庭院里，两只白兔歇息其间，一只白
兔四肢扒地，引颈向上眺望，双耳略微
向后，闭唇睁目，双目炯炯有神；另一
只白兔匍匐在地，背部穹窿，双耳竖
起，回首看望另一只白兔。它们意态
悠闲，气度堂堂，恍若一对情谊挚笃的
伴侣。其背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边
方整的山石，横亘连绵，上面点缀着星
星点点的小花。画幅中部置有低矮篱
笆。上部左侧有一较大的山石屹立其
间，有一棵穿天梧桐树拔地而起，树干
依附山石，枝叶茂盛，山石旁横斜一小
棵桂花树，花疏叶茂，此为银桂，花朵
呈白色。由画中内容来看，该作品似
为中秋节时所作。

清康熙年间，随着西洋画家的大

量涌入，宫廷画家受西洋画的影响颇
多。《梧桐双兔图》中双兔造型准确，形
象生动逼真；皮毛光洁而富于质感。
兔眼用白色点出反光，眼神显得晶莹
透明。山石以折带笔方正写出，坚硬
峻峭。构图疏密有致，用笔细腻清秀
而注意质感，设色和谐艳丽而有对比，
显然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双兔
全身洁白，兔毛用工细笔法画，皮毛的
质感强，双目以焦黑圈点，眼珠用白色
点出亮光，显得晶莹透明，收到画龙点
睛的效果。且双兔的动态新颖生动，
神情活灵活现。在含蓄地点明题意的
同时，也将画家那种富于诗意的高情
逸致融注到双兔之中。此画笔墨松
秀，造型生动自然，章法疏密相间，生
活情趣饶足，十分惹人喜爱。

冷枚（约1669年—1742年），清初
宫廷画家，字吉臣，号金门画史，胶州
（今山东胶县）人。擅作人物、界画，尤
精仕女。其画风工整、细致，色彩较浓
丽，具有装饰性。康熙中期至乾隆初
在宫廷任职，曾得到宫廷画家焦秉贞
指授，雍正时期一度在宝亲王府中作
画。所画人物工丽妍雅，笔墨洁净，色
彩韶秀，其画法兼工带写，点缀屋宇器
皿，笔极精细，亦生动有致。

汉代印方格纹陶罐赏析

鲁迅文化精神的延伸徽章铭记党校的光辉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