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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作為最早並成規模的外銷瓷種類，
出現於嘉靖晚期，衰落於清初順治時期（1657
年），前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是中國外銷
到歐洲的一種風格獨特的民窯瓷器。這類瓷器
的器型和紋飾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器型多為
碗、盤、杯、瓶、軍持等，其中碗盤以花口為
多；紋飾方面較為繁複，多滿布器物的表面，
碗盤紋飾的分布多為碗（盤）心和碗（盤）壁
兩個部分，碗（盤）壁上常見開光。碗（盤）
內底圓心多繪以山水樹木、樓台人物、池塘禽
鳥等，開光中繪以盆花、吉祥圖案以及蕉葉、
雜寶等。
關於克拉克瓷的產地，根據T.Volker書中記

載，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
一位外貿商人說：「這些瓷器都是在中國內地
很遠的地方製造，賣給我們各種成套的瓷器都
是訂製的，預先付款。」這裡說到的「內地很
遠的地方製造」，就是指距離港口還有一段較遠
距離的景德鎮。
瓷器的貿易利潤非常可觀。從一份1600年葡萄

牙商船自澳門運往果阿貨物的利潤表上可以看
出，相對於水銀、朱砂70%的貿易利潤，瓷器的
最高可達200%。由於海洋天氣惡劣，運輸具有
不穩定性，而且瓷器不易被腐蝕，大量克拉克
瓷都放在船艙底部，能起保持船隻穩定之效。
從非洲聖赫勒拿島海灣發現的白獅號沉船打撈
結果看，船上運載的大宗商品之一便是克拉克
瓷器。十六世紀以來，歐洲人把克拉克瓷視為
珍寶。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國王都有克拉克
瓷器的展室，豪門富商亦仿效建造以收藏中國
瓷器風格的居室展廳。與傳統的明代晚期瓷器
相比，克拉克瓷確實非常獨特，無論從器型還
是紋樣上看，既有中國傳統風格，又帶有濃厚
的異域風情。例如，盤子、瓶子和水壺上的圖
案是各類各樣的中國題材：梅花鹿、山景中
人、蓮花池中的戲水鴛鴦，鳥和假山等。克拉
克瓷的原型出現在嘉靖後期，到萬曆時期仍然
流行。當時，由於嘉靖沉迷道教和長生不老之
術，故象徵長生不老的圖案常出現於克拉克瓷
上，如暗八仙、雙鹿、仙桃等。所以，克拉克
瓷是第一批承載㠥中國文化元素進入西方世界
的瓷器。隨㠥荷蘭人將截獲的葡萄牙船「凱薩

琳娜」號上約10萬件青花瓷被拍賣後，荷蘭人對
中國風格的瓷器充滿了興趣和好奇。大約在1635
年之前，出口到荷蘭的瓷器大部分是中國器型
和中國紋飾的。其後，荷蘭開始根據歐洲消費
者的喜好向中國瓷商下訂單，他們有時甚至送
來木製模型讓中國陶瓷工匠仿製，這時的克拉
克瓷逐漸顯現出西方的風格。
關於克拉克瓷如何從景德鎮運至東南沿海的

港口，傳統的運輸線路是大庾嶺線。根據文獻
記載，開元四年（716年），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
奉旨開通大庾嶺路，自廣東南雄到江西大余之
間這條狹窄山路開闢為寬敞大道。同時，道路
兩邊還設有驛站、茶亭、貨棧、客站等生活設
施。於是，自唐宋乃至明清的大部分時間，這
條被後人冠以「梅關」的古驛道一直成為連結
我國大江南北的交通大動脈之一。大體南下的
貨物，從京城出發，先要沿㠥運河抵達揚州，
自揚州入長江，西進鄱陽湖，再經過鄱陽湖溯
贛江到達贛州。在贛州則改換小船，這段水路
複雜，中間還要翻閱險峻的大庾嶺，航程十分
艱難。沿章水抵達大余縣上岸，貨物再改陸路
步運至廣東南雄，再裝小船入湞水抵達韶關，
在韶關換搭船順北江直達廣州，全長數千公
里。這條線路絕大部分是利用水路運輸，成本
低，損耗小。但中間翻越大庾嶺的一段，路程
比較艱難，對於運輸較為沉重的陶瓷來說，仍
存一定的困難。因此，在從水路轉為陸路之
前，瓷器會經過篩選，有殘次的會被挑出，以
降低運輸的成本。在中轉地附近發現較多帶瑕
疵的景德鎮瓷器就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葡萄牙向中國所訂製的瓷器到達里斯本後，

通常是用作皇宮的裝飾。在桑托斯宮的屋頂
上，可以看到200多個青花瓷盤，鑲嵌滿整個屋
頂，這種裝飾方法與波斯和阿拉伯地區有異曲
同工之處。真正將克拉克瓷廣泛用於餐桌上的
是荷蘭人。在十七世紀弗拉芒地區流行的靜物
畫中，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克拉克瓷。與克拉克
瓷共同出現的多是銀質的餐具和燭台以及玻璃
杯等高檔的用具，說明在當時，克拉克瓷與銀
質、玻璃製器具都是奢侈和時尚的象徵。
克拉克瓷作為一種外銷商品，人們對它的研

究絕不只限於器物本身，而必須將其納入世界

貿易的大背景之下來考慮。歷史上，中國瓷器
外銷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完全由
中國人主導的銷售行為，是非常簡單的商品輸
出行為。從實物看，從南朝到唐代，中國輸出
的瓷器與國內市場銷售和使用的瓷器完全一
樣。第二階段，一些原本並無燒瓷傳統的地
區，在對外貿易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模仿名瓷
器產地的產品。嚴格來說，雖然這些瓷窯主要
是面對國外市場，但仍是以中國文化主導的階
段。因為這些仿製的產品在外國人眼裡是很難
區分的。第三階段是中國文化與銷售地文化的
碰撞和交流期，中國瓷器的器型和紋樣都要根
據銷售地區的文化需要而改變。如福建地區磁
灶窯軍持及紋章瓷等的出現。克拉克瓷正是在
這階段應運而生的，克拉克瓷從出現到成熟，
反映了銷售地顧客的意願，也保留了中國文化
的主要特徵，到了第三階段開始逐漸過渡向第
四個階段。第四個階段完全是來樣加工訂製，
中國的瓷窯淪為工業品的加工地，西方文化在
瓷器生產上逐漸佔有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克拉克瓷是明末清初中國對外貿

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它的出現和流行，正好迎
合當時貿易全球化的進程，亦成為當時中西文
化交流最好的見證。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凜冽清晨，寒風直撲臉龐，四肢快僵硬的我，卻要急
步趕回校上課。如常走過鬧市中央的休憩公園，踏上難
得寧靜的小徑，惜無閒細賞人工湖上的波紋粼粼，以及
兩旁傲寒屹立的錯落樹影。
始料不及，會在這時遇上坐在石椅的他。
「這麼早就坐在這兒，不覺冷嗎？」我放慢腳步，拋

出此話。
「覺得。」鬢髮銀絲迎㠥風，瘦削身軀披㠥破舊棉襖

的他，淡然說：「冰凍，讓我更感受到這張石椅的溫
度。」
我點頭道別後，隨即加快步伐趕路。一直向前跑，思

緒卻漸漸退回昔日，擊起了千百影像，湧進心頭。
「為何每次來到公園，總會見到他坐在這張石椅？」

十多年前，滿帶傻氣的我，抬頭望㠥媽媽天真地問。未
待答案，我已獨自笨手笨腳走向他，結果倒在他面前。
我瞬即淚盈滿眶，卻瞥見他露出數秒和藹的面容，把我
輕輕扶起，然後又坐回原處，凝視遠方。這時，媽媽趕
了過來，急忙掉下句「謝謝」便抱起我離開。
從此，每當遇見他，我也會稚拙地向這位仁慈的叔叔

打招呼，儘管不獲回應。直至某烈日當空的中午，媽媽
拖㠥我的小手，路經這公園。我見到一個稀奇的畫面，
坐在那張石椅的竟不是叔叔，而是一名虎背熊腰的壯健
男子。在我略感失望之際，「石椅叔叔」便出現了，本
想高聲喊他的我，被眼前的情景嚇得目瞪口呆，往日步
履蹣跚兼睡眼朦朧的他，竟憤怒地闊步衝向男子。
「你坐了我的椅子，」他惱得直喘氣，「快還給我！」
男子反唇相譏，「這張椅子刻了你的名字嗎？誰說是

你的？」
這裡從沒上演如此的鬧劇，於是眾人紛紛前來圍觀。

突然，他揪㠥男子的衣領，想把男子推離石椅，卻反被
男子摔倒。跌在地上的他，還在嘟嘟囔囔「快把椅子還
給我」。人群中衝出一把聲音，「你把椅子還給他吧！他
是個瘋子！」那名男子擲下一句「算我倒楣」，便憤然離
去。最後，他緩緩站起，坐到石椅，像不曾發生任何
事。
當時的我，只懂躲在媽媽的身後驚慌地偷看。這件事

情，不及半天，已傳千里。往後，沒人再敢坐他的石
椅，我亦嚇得不再走近他。「他是瘋子」這句話亦不時
在空中飄散，但他漠不關心，恍若活在另一個時空。
我把思緒拉回眼前，學校就在轉角不遠處，終可安心

放慢腳步。身處狹窄的街道，寒氣依然滲進血管。凝視
此際的旭日，竟與那夜迷離的新月，在我腦中重疊起
來。
那晚，我走經數個街口，只想消失於夜幕，或被微微

月光牽引，竟無意間來到公園。路燈淡黃，讓熟悉的小
徑只朦朧露出半張臉，累透的我便隨意找地方坐下，享
受萬籟俱寂。倏然，心頭浮現了「石椅叔叔」的樣子，
我立即查看自己有否坐了他的石椅。就在此時，一個模
糊身影走進我的眼簾，竟真的是「石椅叔叔」，把我嚇得

驚慌失措。最後，他默默坐在我的身旁，原來，我差少
許才坐了他的位置。
是無力站起還是心想停留，縱略感不自然，但我也沒

選擇離開。況且，我們之間隔㠥一層黑夜，如活在兩個
空間。
「夜了，還不回家？」他割破靜謐，低聲細說。我因

愕然，一時間不懂回答。沉默一會兒，他再說：「與家
人吵架？」
「沒有。」我說。
「那麼，同學？朋友？」他徐徐地問。
「是喜歡的人。」說罷，連我自己也覺詫異，竟輕易

把心事翻出來，「在網上，只需碰一碰按鈕，就能輕易
和人斷絕所有關係。」
「代表了，你們曾發生的一切，他從沒當是一回事。」

他輕輕地說。
我的話像決堤般湧出，「何以，人會喜愛戴上虛偽的

面具，面具愈厚，愈沉迷。對別人能義正詞嚴，對自己
及身邊的事情，卻視若無睹。」
「人，最可怕的是，帶了假面具而不自知。」他冷淡

說道。
此話重重壓在我心上，我不禁說：「這樣，他便可不

帶半點罪惡感，一臉無辜地對你的憎恨寄予無限嘆息。」
「我仍感受到他的體溫。」他突然吐出此話，「和他

最後一次見面，他就坐在這張石椅。」停頓幾秒後他才
以略帶沙啞的聲音續說：「每當坐在這張石椅，我也能
感覺到他留下來的體溫。」然後，我倆再也沒有聊天。
過了一會兒，我悄然離開。也許，我們如此陌生，才

能坦然相向，安心抒發。
這一幕幕回憶片段，堆積在心上，使我虛度課堂的時

光。放學後，隨意瞎逛，回到公園時，黃昏已美得醉
人。見到他仍坐在石椅，這一刻，我才發現，他常凝眸
的並非湖光山色，而是或遠或近的樹木。
「你喜歡樹木嗎？可惜在嚴寒下，將近萬木凋零。」

我見他沒反應，於是脫口而出：「他喜歡樹木嗎？」
他動了動眉毛，柔聲說：「冬去春來，樹木自會再枝

繁葉茂。四季來回往復，循環不止。」他望向遠方，娓
娓道來，「他喜歡坐在這裡，看㠥樹木穿上四季的衣
裳，演繹不同的風格。」他嘆了口氣，「四季已愈來愈
不明顯，人們的感情也漸漸變得模糊。」
他低首注視剛伸直的雙腳，眉開眼笑。「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走吧！」說罷，他便徐徐站起，踏㠥輕快的
步伐離開。凝望他逐漸縮細的背影，和夕陽一起消失在
我的眼前。
「他再也沒有出現。」「出了意外？」「好了，怪人不

再重臨這兒。」公園的途人總是喋喋不休，甚至傳出不
少稀奇古怪的傳聞，孰真孰假，無從稽考。
今早，我悠然來到公園，悄悄坐在他的石椅，舉目四

顧，感到他仍在此，餘溫猶存。儘管，連他的名字我也
不知道。

那天陽光晴好，萬里無雲。醫院裡開㠥中央空
調，每天都是暖暖的，只要有陽光就讓人以為是
陽春三月的季節⋯⋯醫院康復中心的醫生年齡都
不大，主流群體都80後的，一些實習生則都是90
後的。醫院本是個讓人憋悶的地方，幾乎隨便拉
個病人來都可以寫部小說；有先天的、後天的，
還有一對夫妻丈夫患了肌無力的等等⋯⋯而一群
年輕人聚在那裡增了不少陽光和歡笑，儘管，偶
爾顯得有點不務正業，但也讓人看㠥歡喜悅心。
那天難得陽光明媚的日子，年關將近九院做康

復的人所剩無幾，幾個賦閒下來的醫生聚在一起
玩鬧，一個大球人仰躺在上面，四肢只一腳能㠥
地來回挪動，彷彿是練習平衡協調的，看誰能堅
持最久。T君也在那裡玩，他應該是那裡醫生中
年紀最大的，卻也那麼可愛童趣盎然；他滾下球
時，爬起來還像熊一樣扭扭身子，弄得我在一字
架上生生沒憋過氣去。
這幾天《心經》已被我拋到了腦後，沒有慧根

就不糟蹋佛家經典了。原本背得好好的，而他一
出現，我就顛三倒四、不知所云了。
T君如一抹春風拂過我的心，爆出滿樹的花紅

柳綠⋯⋯每每見到他時，心就不由自主卜通卜通
飛到他那兒去了，恨不得變成一隻蝴蝶棲在他肩

頭才罷！每次綁在一字架上罰站，站到腿疼得受
不了時，我就到處搜索他的身影；搜索到了就鎖
定不放，想像印度捕蛇人一樣把他召過來「T君
大夫，快過來把我轉暈吧，暈了我就不再這麼
疼，這回我一定好好享受你這把『T牌人肉沙
發』！」 奈何，他始終沒感應到我的召喚⋯⋯
嘆息！以後向印度友人學學這手藝，將來再見到
喜歡的人就「呼啦呼啦」地把他誘拐過來。多
爽！
這幾天我沒像開始那樣緊張了。T君說我熟悉

了那裡的環境，所以就放鬆下來了。後來走近
時，會用他「嗨」我也「嗨」的方式打招呼。終
究是我高估他了，而他也「小」看我了。無奈，
傻笑：塵埃之花若是不願被人窺見，那麼她是世
界上最高貴的花朵吧？顧自綻放美麗，也顧自凋
零委地，永遠無涉他人⋯⋯
真想拉他跳段舞！陽光明媚、白衣翩翩，來段

醫院版歌舞青春多好！
不管怎樣我都不會和他有何牽連⋯⋯
我與他不過是芸芸醫者、碌碌病客而已。兩者

皆匆匆。落花隨風去、流水獨自流，路歸路橋歸
橋⋯⋯此刻的我要努力康復盡快讓身體好起來。
然後再去讀書、進修。可以獨立在這世上生存！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協副主席、著名
畫家馮遠（見左圖）的「筆墨塵緣——馮遠
中國畫作品展」26日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展
覽將持續至5月6日。這是馮遠從藝40年來的
首次個人作品展，展出作品近200件。馮遠
自稱展覽為「創作研究的階段性小結」，並
專為展覽創作了巨幅作品《今生來世》。
現場所見，展覽作品分為「歷史溯懷」、

「技道縈懷」、「蒼生情懷」、「傳統追懷」
四個部分。「歷史溯懷」部分主要展出其大
型主題性創作；「技道縈懷」部分，基本是

其早年教學的習作和一批水墨探索作品；「蒼生情懷」部分，主要有藏族
人物、都市人物、民工生存狀態等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傳統追懷」部
分，則以古典歷史人文題材作品為主。此外，展覽還展出了馮遠的書法作
品和早年創作的部分連環圖畫、插圖和寫生稿。
在這次展覽中，馮遠新近創作和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如《今生來世》、

《逐日圖》、《我們》、《世紀智者》、《屈賦辭意》、《逍遙遊》等同時亮
相，為觀眾走進馮遠的藝術世界、了解其創作歷程發展變化提供一個難得
的機會。
多年的積累沉澱與不倦的探求，使馮遠的創作贏得了畫壇廣泛的讚譽。

美術評論家邵大箴認為，讀馮遠的畫，有嚴謹而儒雅之感。美術評論家水
天中在《人的歷史和歷史的人》一文中寫到，「他的人物畫，給當代讀者
展開了中國人文化和精神發展歷史的圖卷，他的人物畫藝術是有關歷史的
藝術。而他所塑造的屈原、古典文人、近現代革命家到當代城鄉青年，正
是中國人的形象的歷史。」
馮遠認為，他的所思所想、所冀所求、所好所取，都在作品中。一個具

有獨立精神、理想追求和擔當意識的藝術家在他的作品中理應體現民族
性、藝術性、思想性和時代性。
馮遠表示，三十多年來，對於藝術，他明白一點，做一點。「理解多

少，實踐多少，心和手的距離始終存在，因之種種缺憾也就一無掩藏地顯
現在其各個時期的作品中。人終究無法得享兩個生命年齡的輪迴，因而認
真地把握住當下，認真對待每一件作品才是最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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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在右，旅遊巴在左，我卡在往柴灣的巴士
裡；也不過是早上八時半，東區走廊就已被堵
塞，消化不良的事在這個城市經常發生。巴士凝
滯在這一條匿藏在狹小的工業區裡的小路，彷彿
被下了詛咒，我都忘了從甚麼時候開始，就在這
裡靜候，靜候那條踟躕不前的車龍向前推，像極
了冒險樂園裡的推錢機，再多的前推後湧還是徒
然的，而冒險不冒險你亦無從選擇。
大抵你我都習慣了默然不語，畢竟在這裡久居

了，便越發覺得再多的控訴還是抵不住現實的衝
擊；而在車上的你我他，都在各種蘋果產品上磨
蹭──啊，聽說前方恰巧又發生了車禍，本已蜿
蜒曲折的路，添加了更多的意外，更加複雜更加
濃稠。
我就像被隔離在繁忙的交通以外，總是想把握

每一分鐘，抓緊與外面接軌的機會；事實上，我
們只不過是活在一個暫時落後的巴士裡。繁忙的
交通使我落後；或應說，假若不是我們的繁忙，
就不會有交通的繁忙，其實由始至終，我才是始

作俑者，怪不了誰，所以我們都沒發聲，沒咆
哮，儘管在這一百米的路段我們已走了十九分
鐘；可是站在我身旁，穿㠥筆挺西裝但皮膚鬆弛
的你，咽喉不斷上下滑動，便知道，你的繁忙與
這條被動的小路格格不入，你還是被這座扭曲的
城市駕馭。
人生也許就是

這樣吧，無法控
制前方未明的道
路；堵車這事，
坐在車上的我們
做不了甚麼，只
好默默地等待；
不過，堵車總會
有暢通的一刻，
但人生中所遇到
的問題，是不是
光坐在這裡就能
解決？

堵車悟人生

■人生道路上，即使堵車也總

會有暢通的一刻。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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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遠作品《今生來世》。北京傳真

著名畫家馮遠首辦中國畫展

2012年1月17號．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