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廣西南寧舉行的「溫州文化周」
開幕式暨2011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頒獎
典禮上，王冬齡、陳振濂、陳洪武等中國
書法界知名人士位列榜單。廣西壯族自治
區政協主席陳際瓦、廣西自治區常務副主
席黃道偉和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
余遠輝及溫州市委宣傳部長胡劍謹等出席

開幕式並為獲獎者頒獎。
2011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由廣西跨世

紀文化傳播公司和《書法報》、《書法》
雜誌等聯合主辦，今年元旦正式啟動，經
評委投票、大眾評選團投票和網絡投票3
種方式進行評選最終選出，王冬齡、言恭
達、陳洪武、張旭光、陳振濂、毛國典、
李遠東、胡抗美、韋克義、趙國柱等10名
中國書法界知名人士榮登榜單。
溫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徐順聰此間

透露，2011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頒獎典
禮作為南寧「溫州文化周」的重要活動直
接開啟了溫州文化周的十大文化系列活
動，比如美術、書法、篆刻聯展，邕溫兩
地書法筆會交流，「感知溫州」攝影圖片
展，「情暖溫商」大型慰問演出晚會，以
及南寧電視台還開始連續多天的展播以反
映溫州人創業、奮鬥和成長歷程的12集電
視紀錄片《溫州人的世界夢》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淼

專題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四刊出

C1 2012年5月31日(星期四)

據何結先生的兒子、開平市攝影家協會
副會長何樹炯介紹，何家收藏的青花喜
碗，就是青花瓷的雅稱，因用於喜事忌憚
「辭」諧音，遂以「囍」字當頭稱謂青花
喜碗。經國內首席青花瓷鑒證大師葉佩蘭
在內的多位專家鑒證，確認了燒製年代為
清朝。
何樹炯向記者出示的開平龍塘何氏族譜

顯示，這些青花喜碗都出自何家的碗舖
「元合」商號。這批現身的青花喜碗同時
記錄了何家幾代人家史的沉浮。
青花喜碗，是何結的祖父何松（字彬貽）

於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始創，彬貽從
南洋回鄉在開平水口經營「元合」碗舖。
其時，四邑一帶經歷土客械鬥事件後，日
趨太平的氛圍與當地濃厚的人情味互相作
用，形成了添丁、嫁娶、擺大壽和出洋返
鄉都「擺酒」宴請鄰里的風俗。
受南洋崇尚青花瓷器的影響，彬貽有心

製造一款適合多種喜慶使用的新碗。適逢
龍塘北帝廟重建不久，常有道士前來派發
道符鎮宅，彬貽從飄逸的道符中得到啟
發，以草書的筆法繪製花卉紋，間中套飾

三個「囍」，一囍為添丁、二囍為結婚、
三囍為擺壽宴。彬貽運用書法技巧，用民
間「囍」 字設計了一款既是「囍」， 又是
「壽」字，也像「豐」字的青花碗紋樣，
碗樣設計好後，彬貽多番坐船至潮州一
帶，委託窯口燒製。此碗燒成後，迎合了
四邑許多大戶人家的喜愛，暢銷於潭江流
域一帶，
歷經40年。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

墟鎮拆遷，「元合」碗舖結業，彬貽將所
餘青花喜碗運回金堂里祖居，收藏至今。

青花喜碗歷經四代沉浮
在雲捲雲舒的一百二十多年歷史中，何

家第一代青花喜碗人彬貽，為了生活而創
製青花喜碗，第二代人榮軒及其家人守護
㠥大量青花喜碗，但即使是生活最困難之
時，也不肯出賣祖先留下來的資產，用生
活的代價捍衛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傳至第
三代何結先生。
據何結的兒子何樹炯介紹，家譜中提到

的青花喜碗創始人彬貽，育三子：燊、
壬、榮。老三榮軒就是何結的父親，在那

個動盪不安的年代與青花喜碗共存。
何樹炯說：「我的曾祖父彬貽其實最偏

愛大爺爺燊，當年結業後青花喜碗就存放
在祖居裡由其看管。燊在此後的幾年裡當
上甲保，不料受村中五虎將（地方勢力）
陷害，說當地華僑丟了東西，甲保有責任
和嫌疑，將大爺爺燊押往當時的縣城蒼城
打死。二爺爺和老三即親爺爺榮軒下南洋
謀生，此後祖居青花喜碗就沒打開過示外
人。」
記者也了解到，由於是僑鄉，當地私產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護。也因此，這些
數量巨眾的青花喜碗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再窮也不能賣青花喜碗
據何家家譜記載，1931年，何榮軒夫婦

在南洋生下何結。何結於1940年回到開平
老家居住，於1949年到香港經商，娶開平
當地大戶人家小姐張月園為妻。
提起這段家史，出生於1972年的何樹炯

自豪地說，正是因為母親張月園是名門望
族，擅長主持家務，和其祖母留守家中，
才使得這批青花喜碗得以保存下來。

「我的母親張月園50－80年代一直生活
在老家村子裡，我三兄弟和一個姐姐在香
港讀書生活。老家的生活仍很清貧，甚至
沒有飯吃。70年代後期，我剛懂事，第一
次聽到媽媽說，祖居裡有一批祖傳下來的
青花喜碗，但是再窮也不能賣。」

從收藏到研究青花瓷
何樹炯坦言，四邑居家用青花喜碗的習

俗，從清朝熱傳到改革開放年代。「在那
個年代，大家一直在用，我們小的時候在
老家也用青花喜碗喝粥，吃野菜米飯，到
了上個世紀90年代就沒用了，只有老人壽
宴才會用。碗借出去的時候還回來若是少
了都會很在意的。我小時候不小心打破了
青花喜碗，會挨媽媽的罵，碗破了碎片還
要保留下來修補再利用。至今我家裡還保
存有補過的青花喜碗三個。」
2008年，何結、張月園夫婦帶㠥兒子何

樹炯打開存放青花碗的祖居。何樹炯描述
當時情景道：「祖居中間是天井，周邊是
廂房，青花喜碗一摞摞埋沒在
長滿野草的天井裡，我父

母找來洗碗工，清洗多日才整理出一萬多
個青花喜碗。」
21世紀初，四邑人生活已踏入了無憂時

期，但隨㠥物質水平的提高，何樹炯見到
青花喜碗近年在民間已無人使用，甚至大
量被當作垃圾倒掉，為了弘揚青花喜碗及
其文化精神，近年在何結老先生的大力倡
導下，何家在四邑一帶逐一回收當年其先
祖出售的青花喜碗，加上祖居保存的青花
喜碗共達一萬多個。何家並從瓷碗的本質
和圍繞文物所發生的民間習俗，進行了系
統性研究。
2012年4月6日，藉何結先生八十華誕，

舉行了具有四邑地道特色的壽宴，是日，
全部使用了清代青花喜碗6600個，為彰顯
東方文化價值，何結希望向世界紀錄協會
申請成為世界紀錄。於是青花喜碗得以揭
開身世之謎。
在申請儀式上，開平市文物局負責人認

為這次壽宴，是何結家族一代接一代對青
花喜碗文物的傳承和保護，他們應是僑鄉

文物保護之楷模；開平市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負責人評價道：青花喜碗壽
宴其價值不僅僅是文物本
身，更重要的是圍繞青
花喜碗所發生的風俗儀
式，呈現了很多難得
的地方民俗信息，為
嶺南留住了一份獨特而
珍貴的文化財富。

日前，浩瀚草原

—中國美術家赴內

蒙古采風寫生活動啟

動儀式在呼和浩特舉

行。

中國文聯副主席、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

劉大為，中國美術家

協會黨組書記、常務

副主席吳長江、自治

區政協主席任亞平，

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

主任吳團英等出席啟

動儀式。

據悉，此次美術作

品展將於今年10月在

中國美術館舉行，展

覽甄選匯集內蒙古題

材美術創作的經典作

品，對新中國成立60

多年來內蒙古題材美

術創作進行系統的梳

理和展示，全國100

多位美術家，分三批

三條線路赴呼市、包

頭、鄂爾多斯等地進

行前期采風寫生。

文：何斌

中
國
美
術
家
赴
內
蒙
古
采
風
寫
生

■2011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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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是開平市水口鎮龍東村委會金堂里何結先生的80歲大壽，在

當晚的壽宴上，何結先生用6,600個頗具文物價值的清朝青花喜碗作為

食具款待四方賓客。青花喜碗「重出江湖」，讓人嘖嘖稱奇。壽宴上，

壽星公何結先生贈送了一套清代「青花喜碗」給開平市博物館收藏；

來自開平市文物局等相關部門的嘉賓簽下了《見證表》，見證了本次世

界紀錄的誕生。

何結先生當日向世界紀錄協會申請「世界上使用青花瓷碗數量最多

的壽宴」紀錄，5月5日申請成功。記者5月8日到訪青花喜碗藏身地查

閱何家家譜及見證資料，將清代「青花喜碗」之謎一一揭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鄧保羅

■圖片由受訪者何樹炯、中共開平市委市人民政府公眾網新聞主編

方忠曉提供

《龍塘何氏族譜》

載，二十三世松字彬

貽號松昌鑽燕長子幼

時查同治甲子年隨父

走賊赴南洋光緒己丑

年榮歸於水口埠省埠

頭設元合畫囍碗僱潮

州工窯燒製分沽樓岡

白沙赤坎諸圩娶張氏

生燊壬榮三子。

■青花喜宴共用了6,600個青花喜碗 ■本次壽宴向世界紀錄協會申報了「世

界上使用最多清代青花瓷碗的傳統壽

宴」，於5月5日獲通過。

■何樹炯向本報記者介紹青

花喜碗 鄧保羅攝

■何結在整理青花喜碗。 ■青花喜碗，是何結的

祖父何松（字彬貽）於清

光緒十三年（1887年）始創。

■遍地的野草埋沒了青花瓷。 ■藉何結先生八十華誕，舉行具有四邑地道特色的壽宴。

■存放青花喜碗的院子長滿野草。

清朝青花喜碗
現身開平之謎

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出爐

■南寧．溫州文化周暨2011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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