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康熙五彩描金狩猎图大盘

清康熙五彩描金狩猎图大盘（图①），1987 年 10 月曹瑛

夫妇赠予桂林博物馆收藏。

康熙五彩冠绝一时，《匋雅》中记载：“康熙彩之颜料，

因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

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康熙五彩最

大的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蓝、黄、

黑 、赭 等 多 种 颜 色 的 搭 配 与 运 用 ，色 彩 对 比 更 加 和 谐 、

沉稳。

此五彩描金大盘胎薄质坚，形制极为规整。盘口微外

侈，弧腹，圈足，釉润，略泛青，釉底青花双圈内画秋叶图记

款。盘内壁以五彩绘狩猎图，图中绘远山近树，一年轻武

将束发顶冠，身披铠甲骑乘在奔驰的骏马上，左手执弓，右

手指向前方中箭大雁，获猎之喜溢于言表。身后紧跟两骑

马随从，皆身着铠甲，其中一人手握旗幡。马前有两只奔

跑的猎狗，另有两侍卫手持长矛立于较远处。整器构图精

妙，人物刻画生动细致，形神俱备，绘工精细，施彩讲究，为

康熙五彩瓷中的精品。

姜筠设色山水人物折扇

“清末四大家”之一况周颐生前使用的折扇（图②），其

长子况又韩在 1978 年 6 月将该扇捐给桂林博物馆。

该扇为竹片支撑糊裱纸扇，扇面正面为设色山水人物

画一幅，为姜筠于 1918 年所绘。画面左侧为两株古松屹立

山坡上，松下不远靠河岸处，一樵夫斫薪归来，小憩待渡。

河中一船夫正将船摆向岸边，准备渡樵夫过河。对岸一片

村舍应是樵夫归所。画面虽小，然构图精妙，全图景观壮

阔，错落有致，笔法生动。

1917 年，朱祖谋完成《彊村丛书》的校刻，使校词成为

专门之学，为词史上一大盛事。吴昌硕、吴待秋等人为之

作《彊村校词图》，况周颐、王国维、叶昌炽等人为题校词

图，《蕙风词史》载“一时名流，题赠殆遍。先生（况周颐）为

作还京乐。”扇面所题“倚逐樵歌发，松风相和溪路”，即况

周颐《还京乐》词二句，姜筠正是据此词意作画。

扇面背面为王国维楷书。大字为唐人词三首，小字

为王国维论望江南、菩萨蛮两词牌之起源，兼及李白菩萨

蛮之真伪问题。

明青花高士行旅图（踏春图）梅瓶

明青花高士行旅图（踏春图）梅瓶（图③），1972 年出土

于桂林市东郊明代靖江安肃王朱经扶夫妇合葬墓。经考

证，这是明代宣德晚期到正统时期的产品。它造型规整，

纹饰精美，堪称明代早期青花瓷器的精品，也是桂林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

梅瓶是指小口、短颈、丰肩、瘦身的一种瓶式，在古陶

瓷繁多的器型中，以优美的造型颇受世人青睐。桂林博物

馆收藏有各类明代梅瓶 300 余件，这是其中最为精美的一

件，器型、胎釉和青色俱佳，尤以纹饰最为特殊。

画面中，远山滴翠，碧水横流，路旁柳枝随风摇曳，一

高士神态怡然，坐骑徐行，马前一琴童挟琴引路，马后一

仆人肩担酒食随行。担子的一头为三层食盒，另一头为

一只装满美酒的瓶子，这个瓶子和桂林博物馆所藏的一

些 梅 瓶 的 造 型 几 乎 一 模 一 样 。 画 有 这 种 主 题 的 大 罐 不

少，梅瓶却只有这一件，可称得上“瓶中瓶”。它为研究梅

瓶的实际用途提供了最直观的实物资料。整个构图精美

绝妙，人物形神兼备，笔法细腻生动。画面层次分明，线

条流畅。路旁柳枝随风摇动，人物衣饰亦隐约飘拂，生动

有趣，犹如一幅精美的中国山水画。

隋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

隋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图④）为桂林兴安县出土文

物。铜镜为圆形、圆纽，尺寸为直径 21.5 厘米，高 0.8 厘米，

重 1231 克。伏兽纹钮座。钮座外凹面双线方格。方格四

外角与 V 形纹相对。V 形纹内各有一兽面纹。方格与 V 形

纹分割的四区分别配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中区

为楷书四言赋物诗一首：“阿房照胆，仁寿悬宫。菱藏影

内，月挂梦中。看形必写，望里如空。山魑敢出，水质惭

功。聊书玉篆，永镂青铜。”外区由叶瓣纹分成十二区，分

别配置十二生肖，镜缘内侧饰锯齿带。这是隋唐之际广泛

流行的典型铜镜。

（图片由桂林博物馆提供）

桂林博物馆位于桂林市临桂区平桂西路，观众可乘坐

65 路、91 路、81 路至桂林大剧院站下车，或乘坐 K2 路至金

融大厦站下车。

日常开放时间：9：00—17：00（16：30 停止入馆，17：00
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时间：9：00—18：00（17：30 停

止入馆，18：00 闭馆）；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请

关注网站以及微信公示开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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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同时也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博物

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自 1964 年 4 月 21 日开始筹建，1988 年 11 月广

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建成开放。桂林博物馆新馆（图⑤）位于临桂

新区平桂西路，于 2010 年 2 月正式开工建设，2014 年 3 月竣工，2016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对外开放，2020 年 12 月 21 日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桂林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为 3.4 万平方米，是展示桂林历史文化的综合

性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 4 万余件，以桂林明代出土梅瓶、明清书画珍品、桂

林出土文物等为馆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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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千上万次的锤打，在烈火灼烧中，一

件斑铜作品刚刚成形，这是一个孔雀造型的瓶

器。细细地剥下氧化层，露出器皿红褐色的外

观。初见之下，有些失望，这些斑铜作品似乎

与普通的铜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此时，手工艺人张伟小心翼翼地将这件斑

铜作品放进了祖传秘制的药水里，屏住呼吸静

静地等待着。当他再一次将孔雀瓶取出的时

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古铜色的底色上，斑彩

熠熠，金黄、紫金、赤红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亮丽

晶斑。两只振翅开屏的孔雀背对背环抱成瓶

身，尾部羽毛巧妙地变化为敞开的喇叭形瓶

口，金光闪闪的孔雀瓶栩栩如生、耀眼生辉。

这道工艺便是斑铜制作中的“显斑”，也被

老一代人称作“最美丽的瞬间”。

从天然到绝技

滇北会泽，曾经是滇铜京运第一站，铜乡

之名远播四海。张伟作坊所在的街巷，便是当

地有名的“铜匠街”。

在先秦时代，云南就以产铜闻名于世，会

泽、东川、昭通一带的“堂琅洗”“朱提洗”为代

表的铜器，畅销全国。铜矿的丰富、制铜工艺

的发达慢慢地孕育出会泽“斑铜”这一门绝美

的手艺。

张伟说，斑铜本是铜中杂有金银等其他金

属，并未全然融合而形成的辉斑，有深蓝、紫

金、赤红等色，最耀眼是金黄，后来人工亦可炼

制，将其做成日用品或工艺品，表面抛光后在

古铜色的底子上斑彩熠熠，美不胜收。

明清时期，当地的手工艺人就开始采用云

南东川附近的天然铜矿石，用冷锻成形方法制

作成瓶、鼎、炉、罐、爵等斑铜制品。这些造型

古朴典雅、金斑耀眼的斑铜器皿，观赏性很高，

价值连城。《新纂云南通志》曾赞道：“形式古

雅，远近购者珍之。”

从矿石到精品

斑铜器制作需要选择最好的生铜。“能做

斑铜的自然铜含铜量必须高达 90%以上，并含

金、银等丰富的其他有色金属。”张伟的展览室

里，还放着奇形怪状的铜矿石，外表呈现青蓝

杂色，就像是一块普通石头，而在一些剖开的

地方，才能隐约见到铜的光泽。

“即使是最好的原料，也需要在炉火中锻

打，剔除杂质、气泡，一斤铜矿石，几经锤炼，最

后能用的只有 2 两左右。”张伟说。

选料、净化、粗坯、成形、烧斑、整形、精加

工、淖斑、煮斑、露斑、擦洗、抛光……一件斑铜

器成品需要经历 20 多道工序，最少两三个月

才能完成。

叮叮当当……张伟耐心地敲打着已成雏

形的斑铜壶，锤子落在铜器上发出清脆的声

响。烧一次火，就要打一次，一件作品要回几

十次火，敲打几万锤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效

果，稍微有一点疏忽就前功尽弃。

最让张伟刻骨铭心的是“烧斑”。烧斑的

炭，须用上好的栗炭，俗称钢炭，在屋内堆一大

堆，将工件埋置其中，然后让其自然烧炼。通

风、升温、时间长短……火候的把握一刻也马

虎不得：温度过低，原料中某些成分难以聚集

成晶型；如果温度过高，则工件形毁熔化。

炉中，斑铜器静静地烧制着，此时斑驳的

晶斑已经慢慢成形。“烧斑完成后，看着很普

通，但它内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只待显斑、抛光

打磨后，呈现出完整的工艺美。”张伟说。

从传统到创新

会泽斑铜，物以稀为贵。2008 年 6 月，会

泽斑铜制作技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加

工工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随后张伟的父亲张克康被认定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接班这项工艺前，张伟刚刚从昆明理工大

学 毕 业 ，原 本 已 经 在 一 家 企 业 工 作 ，待 遇 不

错。2013 年父亲重病，张氏传承 300 余年的斑

铜工艺面临失传。此时，张伟决定辞职，正式

回家继承这项古老的手艺，成为会泽斑铜新一

代传承人。 2014 年，张伟的自然铜原料作品

“生斑花瓶”被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与父亲不同，在传统的鼎、瓶、樽等器皿造

型外，张伟还设计了不少新的人物、动物造型

的斑铜作品。斑铜钢笔、葫芦挂饰、斑铜茶刀、

嘉靖通宝吊坠，不少工艺品成为当地备受追捧

的文创饰品。“不能让它仅仅只停留在传统的

艺 术 ，技 艺 要 传 承 ，就 要 让 它 更 多 地 走 向 世

界。”张伟说。

张伟的展览架上，一个斑铜双龙瓶放在极

为显眼的位置，这件斑铜作品距离成品已经有

30 多年，而晶斑依然散发着亮丽夺目的光芒。

“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个珍贵的遗产，我要把

这份美传承下去。”张伟说。

图⑥：张伟正在打制斑铜漂炉。

图⑦：张伟制作的生斑五福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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