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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曾致玉刻

玉兰花，木兰科玉兰属植物，园林名贵花木之一。寒意未
尽，暖意刚起，玉兰花便已悄然绽放，迎风摇曳，满树花香，给大
地带来浓浓的春意。

玉兰花朵大，花形美，明代睦石有《玉兰》诗：“霓裳片片晚妆
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已向丹霞生浅晕，故将清露作芳尘。”诗词
中有玉兰花，美术作品中也常见玉兰花，其中著名的有于非闇的
工笔画《玉兰黄鹂》等。在景德镇陶瓷上也可看到玉兰花的倩
影，以粉彩居多。除粉彩外，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工作者还以釉堆
的形式来表现玉兰花，让玉兰花在陶瓷上绽放出异彩。釉堆，是
用一种特制的釉在以某种颜色釉为底子的釉上堆出各种不同的
图案，然后入窑烧制而成，俗称堆白。

景德镇博物馆的陶瓷展厅，有一套别致的天青釉堆玉兰花
茶具。作者在天青釉色的瓷器上用釉堆出玉兰花（图①），和于
非闇的《玉兰黄鹂》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6年在景德镇陶溪川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的陶瓷精品
展中，一套 15头象牙黄釉窑彩堆玉兰花咖啡具颇为引人注目
（图②）。象牙黄釉，是景德镇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开发出来
的新品种釉，其色正而不腻，雍容华贵。这套茶具，作者在象牙
黄釉上用釉堆出白色的玉兰花，为了增添艺术效果，又采用了窑
彩来描绘玉兰花的枝干和树叶，增加了画面的色彩信息，白色的
花在黄釉的衬托下，显得娇艳欲滴。

除了茶具，也有釉堆玉兰花的花瓶。这件豆青釉堆玉兰花
瓶（图③），艺术工作者在不大的瓶子上，自下而上堆出了四朵盛
开的玉兰花和四个含苞欲放的花蕾。色彩淡雅，层次清晰，多而
不乱，可见创作者的艺术水平之高。

景德镇十大瓷厂博物馆是专门收藏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产
品的专业博物馆。在其馆藏展品中，有一把绿釉堆玉兰花杯（图
④），器型端庄，釉色典雅，在茶杯的同一面，既有怒放的玉兰，又
有半开半闭的玉兰，还有含苞的花蕾，让整个画面生动而不单
调，足显创作者的匠心。此外，还有象牙黄釉堆玉兰花竹节杯
（图⑤），在茶杯右面绘有一朵盛开的玉兰花，从底部又斜伸出一
枝，枝上有花苞两个，画面疏密得当，而且黄釉与釉堆白玉兰搭
配，效果颇佳，不失为颜色釉堆白茶杯中的精品。

瓷上玉兰开盛世
――景德镇釉堆玉兰花瓷赏析

□ 杨晓轩

3月3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文笔光华”第二届全国书画作品邀请展
在省文化馆开展。此展由省美协和省文化馆等单位主办、书法艺术网等单位承办，共展
出特邀的全国各地书画名家作品119件，其中绘画作品45件，书法作品74件。作者大多
为中国美协、中国书协会员，多次在全国重要展赛中获奖或入展。

展出的书画作品主题鲜明，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艺术水平高，其中绘画作品立意高远，气势雄浑壮阔，画面令
人震撼；书法作品正、草、隶、篆、行诸体具备，技法娴熟，风格各异。在展厅中以册页形
式展出的 10位书法家集体书写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红色家书等，成为展览的一大亮
点。 （配图均为展览作品）

名家精品 异彩纷呈
——“文笔光华”第二届全国书画作品邀请展作品欣赏

□ 顺 之 文/图

刻画精微 形神兼备
——唐代《五牛图》简析

□ 韦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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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瓶

图④：绿釉堆玉兰花茶杯 图⑤：黄釉堆玉兰花竹节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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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图》（如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绘牛画
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无作者款印，传为唐代韩
滉存世的孤本。中国邮政于今年3月20日发行《五
牛图》特种邮票一套，小型张1枚。整体设计古朴典
雅，邮票微雕模切齿孔工艺与小型张无齿孔设计相
结合，在方寸间重现了《五牛图》细腻精微、形神兼
备的艺术特色。

《五牛图》以并列平铺法布局五头各具姿态的
牛，既以独立的个体呈现，相互之间又形成呼应关
系，是一幅构图巧妙的唐画佳作。作者依据牛的不
同部位采用了相应的笔法，以粗放、凝重而略显滞
拙的线条勾画牛的形体和筋骨，以工细精准的笔触
描绘牛的头部，以纤毫毕现的笔墨刻画牛口鼻处的
细毛，由此可见韩滉写实求真的审美意趣。在造型
方面，画家展示出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技法表
现力，无论是塑造正面、侧面、俯首或者回首的牛，
均形体比例准确，透视关系合理。该画作也为研究
唐代耕牛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

清代重视农桑。乾隆皇帝在得到《五牛图》后，
御笔三次题《五牛图》，题卷首一、作跋文二、绝句 5

首。卷首写“兴讬春犁”4字。1753年，乾隆皇帝又
在《五牛图》画心上赋诗：“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
情想象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由
此不难想象一生酷爱书画的乾隆皇帝，在获此稀世
名作之后是怎样的喜悦。

《五牛图》千载流传，图上布满了历代文人墨
客的诗文题跋，对后世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卷尾各处乾隆帝、赵孟頫、金农等人的题跋，
及清众词臣从牛耕的艰辛说到绘事的不易，步乾

隆诗韵。词臣唱和，宫廷画师步韵，并且将诗句恭
录在《五牛图》长卷诗跋之中，成为一时雅事。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词臣中的裘曰修乃江西新建人，
乾隆己未进士，授编修，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少
傅。他从千年画卷尚存人间，后人无法超越其艺
术成就的角度，感叹和钦佩韩滉的艺术。其和诗
为“考牧图成袖手闲，一千年尚在人间。后来名辈
谁方驾，长念良工意匠艰”（如图），成为《五牛图》
与江西的一段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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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图》局部一

《五牛图》局部二 裘曰修题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