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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靈犀 訊藝

其實元代青花的生產時間不過短短數十年，在中國和海外
的傳世作品數量不多，目前公認的說法是元青花完整器存世
量約為300餘件，其中200餘件在海外，100餘件在中國國有的
收藏機構中。

「至正型」——元青花的標尺
展覽中最受矚目的是來自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收藏

的〈銘青花雲龍紋象耳瓶〉（圖1）。此對瓶現為伊朗國家博物
館內原為阿德比爾寺收藏的中國青花瓷器進行比較研究，獲致
「至正型」青花的生產時間應該在14世紀中期元代晚期的結
論，並歸納出「至正型」元青花的特色，
即後人所謂的典型元青花——採用進口青
料，彩繪工致規整，罩以透明釉，並高溫
燒造成明亮艷藍色彩的瓷器，自此多不具
年款或紀年文字的元青花有了可根可據的
標準，從而奠定了元青花研究的基礎。
觀看這隻瓶子，盤口、長頸、頸部兩側有

象首環耳，腹部瘦長，台足。自頂至底繪
有多層飾帶，依次為纏枝菊花、蕉葉、
雲鳳、纏枝蓮花、海濤雲龍、海濤、
纏枝牡丹以及雜寶蓮瓣紋。青花發色
濃艷，紋飾繁而不亂，繪製精細。此
展策展人之一上海博物館瓷器部主任
陸明華，比對元代平話插圖和出土瓷
器推論，應為元代由香爐和一對花瓶
組成的三供，為明代再包括一對燭台在
內的五供前身。
此展的另一焦點，是由倫敦知名古董

商Eskenazi借出的〈青花鬼谷子下山
圖罐〉（圖2），熟悉拍場的藏家都應
該知道，該器在2005年7月倫敦佳
士得拍賣會上以1568.8萬英鎊創造
出的天價，打破當時公開市場瓷
器成交的最高價格紀錄，在中國
近年來的瓷器排行榜中仍高居第
三。此罐素底寬圈足，直口短
頸，唇口稍厚，溜肩圓腹，肩以下
漸廣，至腹部下漸收，至底微撇，
使用的是進口鈷料繪出青花紋飾，
畫片中一位青年將軍英姿勃發，縱
馬而行，手擎戰旗，上書「鬼谷」
二字，蘇代騎馬殿後。一行人與山色
樹石搆成了一幅壯觀而又優美的山水
人物畫卷。整個青花紋飾呈色濃艷，畫
面飽滿，疏密有致，主次分明，渾然一
體。人物刻畫流暢自然，神韻十足，山
石皴染酣暢淋漓，筆筆精到，十分完美。
元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在中國瓷器市

場屬於頂級物件，數量十分稀少，它們
多燒製於青花瓷器著作成熟的時期，屬
於典型元青花，加上以元雜劇為裝飾
的主題，更加具體的展現了元代政
治、經濟、文化與藝術的時代意義，
以人物為主題的裝飾，相較於纏枝花
卉顯得更加活潑有趣，強烈的故事性

更為藏家所珍愛。這類大罐目前存世數量不超過十件，只有
四件進入了公開市場。

海陸的兩端 元青花走世界
元青花燒造伊始，便從海陸兩路向海外輸出，海陸沿 南海

諸島以至中東伊斯蘭世界，陸路經蒙古草原、新疆抵達中亞、
東亞以及東非等地區，東南亞、印度、中東各地多見精美青花
瓷器，埃及、印尼、菲律賓、日本也有相當數量殘片的發現。
此次展覽以伊朗發現的元青花為代表，呈現絲綢之路及海上陶
瓷之路沿線相關地區遍布的情況，勾勒出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

切片。
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瓷器以體
形碩大為特點，這除了適應中東地區共
食的使用需求之外，陸明華提出還基於伊
斯蘭教的宗教需求，藍底白花為其傳統的
視覺品味。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青地白花鳳凰穿花紋

菱口槃（圖3），其花口盤緣同樣顯示受到中
東金屬器的影響，由內蒙古自治區集寧
路土城子村與元集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有關的窖藏出土繡花夾衫可知，盤內
部所繪蓮池水禽紋則是借鑒刺繡品而
來的。
目前國內發現有元青花瓷器出土的區

域包括北京、江西、河北、安徽、江
蘇、湖南、湖北、四川、山東、浙江、廣
西、甘肅、新疆、內蒙古等地。從傳世品
看，除了國內一部分博物館、美術館等機
搆有傳世元青花瓷器收藏外，在歐美、
中東、日本和東南亞等地部分博物館
和相關機搆也有一定數量的收藏。60
多年來，世人對元青花瓷器的認識在
不斷提高，隨 國內外考古發現的
增多、收藏的擴大和學術研究的深
入，元青花瓷器已成為一個受到格
外關注的中國瓷器品種。

元青花在上博
上海博物館表示在近十年前就有籌

辦元青花瓷器大展的意願。經過多方支
持和努力，終於在2012年上博建館60周
年之際，展覽得以與觀眾見面。本次展
覽按「傳世精華」、「中外交流」、「出土
佳器」和「遺存殘蹤」四個專題進行系統
展示。在展覽舉辦的同時，上海博物館還
將舉行元青花瓷器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邀
集了海內外研究元青花的專家學者和同行180
人左右，屆時將就元青花的燒造年代和性
質、製作工藝、紋飾、流傳及對外貿易與文
化交流等相關課題進行學術探討，以期借
此能對元青花的深入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 ）中國美
術學院書法專業創辦50週年也是當代中國書法教育
創辦50年。由中國美術學院等舉辦的「書學之路—
—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專業創辦50週年文獻展」12月
8日在浙江美術館開幕，展期至22日。中國美術學
院院長許江致辭說，中國書學教育50年始終貫穿
「為往聖繼絕學」的危機意識和使命精神，以學養
書、研史通今、理論與實踐兼重的研學傳統和書者
之風以及書藝創作的獨立意志和多元格局。中國美
術學院書法教育五十年，代表了中國當代書法教育
與學科建設的發展史。
1962年，根據文化部在杭州召開的全國教材會議

精神，浙江美術學院在院長潘天壽的主持下開始書
法篆刻學科的籌建工作，並於1963年首招書法篆刻
方向本科生，教學工作由潘天壽、陸維釗、沙孟
海、諸樂三、朱家濟、方介堪、陸儼少等主持與參
與，這是中國教育史上首次在高等院校設置本科層
次的書法篆刻專業。
當時參與創建書法學科的諸老在非常艱苦的條件

下，開辦了書法篆刻專業，在當時起到了挽狂瀾於
既倒的作用。後來，經過劉江、章祖安與祝遂之、

王冬齡、陳振濂等兩代人，以及不斷湧現的新生力
量的繼承與發揚，造就了國內外最具影響力的專業
學術群體。如今已是中國書協副主席的陳振濂說，
「當代書法兩大流派均產生於中國美院書法專業。」

經過近50年的建設，美院書法教育已形成完整的
本科、碩士（含藝術碩士）、博士、博士後、留學
生、成人教育等教育層次，涵蓋社會各個層面，在
海外從事書法創作與教育的有較大影響的專家也多
與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學科有 很深的淵源，這些專
家分佈於美國、法國、德國、葡萄牙、瑞士、瑞
典、匈牙利、芬蘭、保加利亞、澳大利亞、日本、
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為中國書法的推
廣、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作出了獨有的貢獻。
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浙江有 十分重要的地

位，出現過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孫過庭、趙
孟頫等一大批傑出的書法藝術家和理論家，近現代
書壇上一些卓越的領袖人物如吳昌碩、沈寐叟、馬
一浮、沈尹默、張宗祥、陸維釗、沙孟海等都在書
法研究上卓有成就。浙江自王羲之在紹興撰寫蘭亭
集序後的一千六百多年來，一直被海內外視為書法
學術聖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12月8日昆明袁曉岑美術館「新加坡三人展」開幕。
頗具代表性的新加坡藝術家韓少芙、莊心珍、姚林三位女性，展示了自己的雕塑、
版畫、書法、墨筆畫作品。其中，姚林，是雲南大理人，她自幼習字，是建國以
來，雲南第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女性藝術家，後定居新加坡。她以行草書見長，喜國
畫，書法作品字裡行間氣韻深長，禪意綿綿。現任溫哥華藝術協會理事、新加坡藝
術交流會社社長。據資料統計，姚林是自中國明清以來，第一位有知名影響力的白
族女書法家。
另位藝術家莊心珍，近年來多次到雲南采風，曾被評為亞洲最傑出的的女性之

一，80年代以大量塗鴉式版畫創作，受到國內大量排斥與爭議，但如今其藝術語言
已是當代藝術重要的創作手法，雖因意外雙目幾乎失明，但她堅持創作至今。受邀
在亞歐美澳各大洲舉辦個展和群展，著有《早茶時候》、《藝穗小拾》等12部著

作。

天成國際2012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於11月28日圓滿結束，總成交額
達4.05億港元。全場焦點是一條由23顆直徑介乎17.35-20.71毫米翡翠圓珠
組成的珍罕天然翡翠珠鏈，並最終以1.06億港元的高額成交，成為本季拍
賣中成交價最高的拍品，創下新的單件翡翠珠寶世界拍賣紀錄。

中國美院慶書法專業教育50年

23顆珍罕天然翡翠珠鏈
以1.06億港元拍出

新加坡藝術「滇味」十足

■莊心珍《easy going》綜合

版 56×77cm 1993年

元青花，不一樣的「釉」惑
——上海博物館60周年館慶「幽藍神采」展

元青花，在陶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展現釉下彩繪自唐後期以來400多年的發展成果，鈷藍，也

第一次出現在了白瓷胎上。

上海博物館，在60年華誕之際，一氣匯集土耳其、伊朗、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及中國文博、考

古機構和上博共30餘處公私收藏，90餘件展品，用一場「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大展」綜覽元代青花

各個面向，總結講述元代青花迄今研究的重要成果。 文：張夢薇 圖片：上海博物館提供

■圖3：青地白花鳳凰穿花紋菱口槃

高10厘米 口徑57.5厘米 足徑32厘米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青花雲龍纏枝牡丹紋獸耳蓋罐

高46厘米 口徑14.6厘米

足徑18.8厘米

1980年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

高安市博物館藏

■青花鳳凰瑞獸穿花紋四系扁方壺

高36.3厘米 長26.3厘米 寬9.6厘米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圖2：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

高27.5厘米

英國Eskenazi Ltd. 提供

■天然翡翠珠鏈

■圖1：「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高63.8厘米 口徑14.3厘米 足徑17.5厘米

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

■青花昭君出塞圖蓋罐

高28.4厘米 口徑21.2厘米

足徑20厘米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