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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品 鉴 赏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有“书画之妙，当以神
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之说。唐代王维的花卉就
有四时不分同时齐放的表现。南宋陈郁认为：

“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这些
学说，很早就为后人辨析中国画提供了途径。

然而，在具体分析作品时却会遇到障碍，因
为观众习惯于从常理、从一般生活经验去认识
对象。清代画家余省的《种秋花图》，就有待我
们赏析时从另一扇“窗户”加以察看。

《种秋花图》由故宫博物院所藏。作者余
省，清代画家，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
师承蒋廷锡，官至供事内廷。擅长花鸟虫鱼，
尤善于画蝶，兼工兰竹、水仙。蒋廷锡为清时
大学士，师承著名画家恽寿平，以笔法灵动、
墨法高华、雅致多姿，尤其以逸笔写生与奇正
率工而享誉艺坛。余省受到蒋廷锡艺术的影
响，作品除了注重写生，还善于参用西法，赋
色艳丽。

虽然在记载中，《种秋花图》未列入余省的
代表作之内，但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创作倾向和
典型的写心象征。作品初看之下，似乎何一幅
山水画面貌，仔细读后会发现是山水与花鸟结
合的佳构，山水仅是背景衬托，内容重在画中人
物种花的动作与表情。画中的四位人物，有关
注状、服侍状、种花者与协助者，这些人物都各
有姿态又互相呼应，形神合一无可挑剔；在场景

的塑造中，余省同样颇费心力。对于山的体貌
与皴法、树的结构，房屋与围墙的布局及其变
化，都予以充分的表现，让人物与景物自然地统
摄于眼前，展示出他极为扎实的艺术功底。

在赏析此作的过程中，读者自然会对画中
“种花”之说产生困惑。作品的时境已是秋天，
院中菊花已经簇簇争艳，此时种花似悖论之
言。按常理分析，把植物的种子埋在土里才
是“种”，而“植”是把植物的幼苗移栽到土
里。俗话中的种植则泛指对植物的栽培（包
括修剪整理）。所以我们姑且以俗语宽泛的
种植理解余省的作品命名。

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种秋花图》创作背
后的寓意。曾经有研究者提出：余省创作此图
可能受到陶渊明“釆菊东篱下”的启发。笔者认
为余省之所以以种花为由进行创作，一方面再
现有钱人整理花园的生活之趣，另一方面以修
菊之细节，揭示人生的某些期待。宋代诗人韩
琦在诗中曰：“只趁重阳选菊栽，当栏殊不及时
开。风霜日紧犹何待，甚得迎春见识来”。有意
味的是，韩琦也知道九月重阳是赏菊之时，此时
栽种菊花已不可能。幸好他在题后注明了“9
月18日花犹未开，以此小诗嘲之”。韩琦如此
看待未开之菊，余省以秋日种花创作此图进行
写心，也就奇事不奇了。

（据美术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韩休墓壁画《玄武图》修
复虚拟展在陕西博物馆官网持续展出，让广大观
众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的唐代宰相韩休墓墓室北壁《玄武图》壁画的细腻
灵动。然而鲜有人知的是，这份珍贵的文物曾被
盗墓分子破坏殆尽。文物修复者通过高清扫描设
备和高光谱对画面进行信息采集，对现场拾取的
壁画残块进行拼接，经过近1年的修复，最终才完
成了壁画的复原性修复，使上千块碎片得以还原
为一幅精美的壁画。

韩休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办郭
庄村，墓室大致呈边长为4米的方形，除入口外，
其他三面均绘有精美壁画。

据考古专家测算，这幅《玄武图》宽180厘米、
高195厘米，是目前为止陕西唐墓壁画中最大、色
彩最鲜明的一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玄武是一种神话灵物，龟蛇合体，是唐墓壁画

的常见题材。
考古学家发现它时，壁画不仅受到了时光的

侵蚀，还遭到盗墓者的恶意侵害，其中很大一部分
被凿出一个大洞，主要画面被毁成千余块碎片，令
人痛心。

为了让这件珍贵的文物重获新生，文物修复
专家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克服多种困难，运用先进
的技术手段，“妙手回春”完成了壁画的修复工作。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馆藏壁画保护修
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副主
任杨文宗介绍，在对壁画表面病害进行简单清理
后，文物修复专家一点点将壁画揭取下来，打包带
回实验室进行还原。

要将揭取下的上千片大小不一、薄厚不均，损
坏程度不等的壁画碎块拼凑成完整的壁画是一件
非常烧脑的事。

文物修复专家们先对壁画进行电脑图像复
原，确定好画面缺失区域的范围，然后用铅笔在壁
画后补材料上比对勾勒出残块的轮廓，再用清洗
剂将该区域润湿回软，接着用手术刀去除中间的
不当修复，一点点还原被损画面。

在线条复原后，修复专家使用手持式X荧光
检测分析仪对壁画表面颜料成分进行检测分析，
以便对其进行复原。“《玄武图》壁画主要颜色为黄
色和橘红色，祥云部位有少量的天蓝色。检测结
果中推断黄色颜料主要为铅黄，橘红色为赭石，天
蓝色为混合颜料。”杨文宗说，根据检测分析结果，
修复专家选取相应的矿物色颜料进行调试，确保
壁画新修复部分色彩与其他部分和谐一致。

从最终完成的修复壁画可以看到，这幅《玄武
图》线条自然，色彩鲜艳，绘画技法娴熟，水平十分
高超，画面中玄武面部表情生动、体态逼真。

杨文宗说，此次《玄武图》的修复突出展示了
近年来我国壁画修复的新理念，即对文物原作初
始状态和后天的破坏在修复中作出区分，既体现
考古价值又兼顾艺术价值。通过精细的科技手段
让文物重生，是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使命，更是充满
挑战的任务，彰显了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匠人精
神。 （据科技日报）

被盗墓者毁成碎片

专家“妙手回春”修复千年壁画

▲壁画修复后的真容。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北京诚轩2021年秋季拍卖会于11月26日
拉开帷幕，推出中国书画、现当代艺术、瓷器工艺
品、钱币四个项目，共有6个专场。

中国书画共500余件拍品，齐白石、徐悲鸿、
李可染、启功等皆有精品亮相。比如，李可染数
帧力作涵盖不同题材。创作于1977年的《雨后
山林鸣管弦》状写密林飞瀑，技法泼皴兼施；另一
幅带有自画像性质的《苦吟图》是1985年作品。
而早期人物画《钟馗戏鬼》作于1940年代，小鬼
藏身于树木枝叶之间，趣味横生。

启功《林泉高致》八屏系民国原装桌屏，画心
绘制于1940年，尺寸袖珍，应是画家自留自赏之
物，题写背拟过云楼藏品査士标册，笔墨清逸华
滋。

据介绍，徐悲鸿亦有多幅佳构，悉属画家旅
居南洋时期所制。横幅奔马《万里追风》绘于
1939年，同年创作的《乐天乐地自逍遥》是其少见
的画猪题材；1941年作品《春风第一枝》绘赠近代
美术教育家、南洋艺术专科学校创始人林学大；
此年另一幅《喜上柳梢》庆贺友人乔迁之喜，寄寓
美好的祝愿。

吴冠中《生生不息》为1980年代后期所制，
脱胎于厦门鼓浪屿写生稿，榕树生发自巨岩罅
隙，富有张力的线条与斑斓的块面和谐统一。

现当代艺术专场推出八十余件拍品。“桃花”
是周春芽的著名系列，此次上拍的《桃花》作于
2010年，娇艳欲滴的花朵，湛蓝的湖水，色彩对比
强烈，营造出温柔而唯美的氛围。

瓷器工艺品专场拍品近一百二十件。其中，
清雍正青花缠枝花卉纹大碗，青花发色浓艳，局
部加重笔点染，为雍正官窑仿明代永宣风格而烧
造之精品。清乾隆仿汝釉如意耳瓶，瓶形仿自宋
代，颈部对称饰如意耳为清代创新，釉色静谧。

元青花留白花卉纹菱口大盘，盘心青花地留
白云肩、莲花、缠枝牡丹等，外壁绘青花缠枝莲
纹，纹饰布局繁密，青花发色浓艳，为元代青花瓷
器中的经典品种。

钱币项目共计两千余项拍品，分为两个专
场。即《古钱 金银锭 纸币》专场与《机制币》专
场。其中，《机制币》专场拍品一千五百余项，品
种丰富。

北京诚轩秋拍会开幕
启功作品亮相

1.陈填之问：为什么日本人写得这么好？因为日
本人学得高，非晋唐法帖不写，所以不俗，法乎上也。

2.写字建议从唐碑入手，推向魏汉；再从汉魏回
到唐。

3.对碑帖看不进去的人，肯定学不进去。
4. 宜学六朝碑版，继学二王，再进而入汉魏，其

气自古不俗。草书宜学大王《十七帖》精印本；行
书宜学僧怀仁《集圣教序》，有步可循，自然入古不
俗矣。

5.学近代人，学唐宋元明清字为适用。
6.唐宋人字，一代一面貌，各家各面貌。他们一

个也不写汉隶，因为用不上，练练笔力是可以的。但
要先学楷、行。

7. 真学问是苦练出来的，可用淡墨汁或水多写
写，手腕活。

8.要近学古之贤者。先学一家，不宜学时人，不
宜学近代人。

9.写字并无秘诀，否则书家之子定是大书家。事
实上是很多人重复父辈，由于拓趋于保守，修养差，有
形无神。

10.一般人习字，先正楷，再行草，而后篆隶。
11.先得笔力，继则退火气，使气魄遒劲而纯。
12.书法也可以从魏晋六朝入手，先用方笔习《爨

龙颜碑》，小字兼学《乐毅论》《黄庭经》，严整不苟。再
入唐人，写柳公权《破邪阵》。可以多读几家帖，有所
选择。

13.听老师讲课，要以食指划自己膝头，使腕部灵
动不僵，久之也是一门功夫。

14.可以写行书练腕力，笔画要交代清楚，一丝不
苟，不能滑俗。写张纸条子也不能马马虎虎，滑不可
救药。

15.不能见异思迁，学好一门就不容易！怀素只
以草书闻名。东坡学颜，妙在能出，能变，他只写行、
楷；米南宫未必不会写篆隶，但只写行，草也不多；沈
尹默工一体而成名。得古人名帖一二，锲而不舍，可
望成功。

16. 涉猎过广，一行不精，也难有成就。王夫之
说：“才成于专而毁于杂。”

（据中国艺术品网）

林散之 要学好书法，从碑帖入手

盖碗，带盖儿的茶碗，由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套组
成。盖碗又称“三才碗”，所谓三才即天、地、人。茶盖在
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

这么一副小小的茶具便寄寓了一个天地、一个宇
宙，也包含了古代哲人讲的“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
道理。

盖碗茶起源于四川，是古老的巴蜀文化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关于盖碗的发明还有一则传闻：

唐代宗宝应年间，有一姓崔的官员，爱好饮茶，其女
也有同好，且聪颖异常。因茶盏注入茶汤后，饮茶时很
烫手，殊感不便，其女便想出一法，取一小碟垫托在盏
下。但刚要喝时，杯子却滑动倾倒，遂又想一法，用腊在
碟中作成一茶盏底大小的圆环，用以固定菜盏，这样饮
茶时，茶盏既不会倾倒，又不致烫手。后来又让漆工做
成了漆制品，称为“盏托”。此种一盏一托式的茶盏，既
实用，又增添了茶盏的装饰效果，给人以庄重之感，遂世
代流传至今。

鲁迅先生在《喝茶》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喝好茶，是
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
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在众多的碗、盏、壶、杯之
中，鲁迅先生为什么单单赞赏盖碗呢？其中，自有道理。

凡深谙茶道的人都知道，品茗特别讲究“察色、嗅
香、品味、观形”。以杯、壶泡茶，不利于察色、观形，亦不
利于茶汤浓淡之调节。杯形茶具呈直桶状，茶泡在杯中
嫩叶细芽全被滚烫的沸水焖熟了，何来品茗之雅趣，只
可作“牛饮”；北方盛行的大壶泡茶，茶温易冷却，香气易
散失，不耐喝且失趣味。此外，茶泡久了，品质也会下
降。无论从品茗鉴赏，或是从养生保健角度而论，用杯、
壶泡茶的不足均显而易见。

而盖碗茶具，有碗，有盖，有船，造型独特，制作精
巧。茶碗上大下小，盖可入碗内，茶船做底承托。喝茶
时盖不易滑落，有茶船为托又免烫手之苦。且只需端着
茶船就可稳定重心，喝茶时又不必揭盖，只需半张半合，
茶叶既不入口，茶汤又可徐徐沁出，甚是惬意，避免了壶
堵杯吐之烦。盖碗茶的茶盖放在碗内，若要茶汤浓些，
可用茶盖在水面轻轻刮一刮，使整碗茶水上下翻转，轻
刮则淡，重刮则浓，是其妙也。

▲清青玉菊瓣纹带盖碗

你所不知道的
——讲究

1.洗杯——白鹤沐浴
用开水洗净茶具，并提高茶具的温度。
2.落茶——乌龙入宫
在福建省武夷山市称为“落茶”或“投茶”，投茶量

可根据个人爱好而灵活掌握，一般为5~8克。
3.冲茶——悬壶高冲
冲泡时最好能使茶叶在杯中旋转。
4.刮沫——春风拂面
用杯盖轻轻刮去浮在杯面的泡沫。
5.出汤——玉液回公
把盖碗中的茶汤倒进公道杯中使茶汤浓淡均匀。
6.点茶——韩信点兵 (关公巡城)
将公道杯中茶汤公平均匀地倒入客人的品茗杯中，

以供客人使用。
7.看茶——赏色闻香 (喜闻幽香)
观赏茶汤的色泽并闻杯盖上的留香。
8.品茶——品啜甘露 (领悟岩韵)
品武夷岩茶要边啜边嗅，浅尝细品，才能感悟到美

妙的各种花香和岩韵。
盖碗茶不讲繁文缛节，无论是在人声嘈杂的茶铺，

还是在装饰精致的雅室，捧一盏盖碗茶，用茶盖轻拨茶
汤，总有馥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四川这块地
方，既有宝鼎，也有幽窗，茶闲的棋罢的更是比比皆是，
不稀奇！一杯盖碗茶，喝出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据亚洲艺术画报社）

盖碗 >>>

盖碗的具体使用顺序

余省的《种秋花图》

秋时种菊之奇

▲余省【清】 种秋花图 165.8 厘米×93.7 厘
米纸本立轴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