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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罐不仅是专门贮存茶叶的工
具，更重要的它还是文人、茶人的雅器，
是一件装载着贤人逸士细密感知的“把
玩之物”。

在虞晓雷展示出来的这几款茶叶罐
中，最为精致漂亮的就数这款紫砂加彩
茶叶罐了。紫泥的瓷胎包浆浑厚均匀，瓷
胎上面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卉与蝴蝶，
渐变色的粉彩涂料更增添了层次感。“这
款茶叶罐出自清中期，因表面出现了点
滴瑕疵，有了缺陷，当时的工匠才会用粉
彩加以掩饰。时代的审美在变化，但粉彩
的美却一直受人追捧，这也是这款茶叶
罐能完整保留至今的原因之一吧。”虞晓
雷说。

从古至今，“审美”一直是社会上司
空见惯的鉴赏标准，不过，虞晓雷在寻找
喜爱的茶叶罐时，却格外注重“审丑”。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趋于完美无瑕的，
反而会导致乏味无聊，甚至令人不安。有
时候换个思维，以“丑”来思考，看得越
久，“丑”这个概念就变得越发诡谲多变、
琢磨不定，这个现象也很形象地表现在
了收藏文化中。虞晓雷收藏的这款锡质
异型茶叶罐就是典型的“丑”态形象，细
看这款茶叶罐，你不应以正常的审美标
准去欣赏，但若是以“审丑”的角度去看，
别有一番意境。

细看这款茶叶罐，像极了一个被人
为撞坏了的水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样子，拿在
手中更是毫无规则可言。不过，虞晓雷
说，这款茶叶罐正因其丑态才被他发现
并收藏的。这款茶叶罐大概出自清中晚
期的扬州地区，其罐身都以锡质制作，
里外别无其他质地，只用一层便最终成
型，外部虽坑洼不平，但每个凹凸处都
质地光滑、包浆完整，所以它的制作工
艺难度也是有的。“这款茶叶罐是我朋
友收藏过的，据说刚拿到手时上面全是
黑斑等杂质污垢，是经过专业的清洗，
才最终呈现如此光滑的样子，锡质的颜
色和状态都特别好。”虞晓雷说。

对于这款茶叶罐，虞晓雷用“侘寂”
一词加以形容，这个词是日本审美意识
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示其外表粗糙、内
在完美，即使是外表斑驳，或是褪色暗

淡，都无法阻挡（甚至会加强）的一种震
撼的美，也足以表现出藏家自身对这款
茶叶罐的喜爱之情。

静谧的书房里，品味着茶叶罐的“高
洁、俊雅”，不知不觉中，茶器的收藏已经
渗入生活本身。一器在手，提升的是品
味，纯化的是境界。和虞晓雷一样，相信
许多爱收藏茶叶罐的藏家，因为有了茶
叶罐，因为有了时光的沉淀，才会对茶有
了更深的了解，对生活有了更透的领悟。

雅器之间寻雅趣 玉山子是指以“圆雕”手法雕刻而成的山林景观玉
器摆件。这里的圆雕是一项传统的琢玉工艺，该手法使
三维立体的玉器摆件能够从多方位、多角度去欣赏，因
此玉山子在观赏时无需区分正面、侧面。

对照山林景观雕琢而成的玉山子，不但层次分明，
且题材丰富多样，多以山林、人物、动物、飞鸟、流水等
为主。

玉山子出现于两宋时期，据《宋史·礼乐志·宴飨》
记载：“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此话描述的是宋真
宗与群臣观赏御廷中石制假山的事情，事后君臣造词
作诗以资留念，当朝的玉匠因此深受启发，遂将整块璞
玉雕琢成形如山状的玉器摆件，“玉山子”就此诞生。

脱胎于玉摆件和玉雕像的玉山子，同时又被注入了
更为强烈浓郁的文人气息，被赋予意境更为深远的文化
内涵，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玉文化审美的一大特色。

元朝时期的玉山子，其题材多以山林、雄鹿、柞树、
人物为主。明朝时期的则以山石、树木为主。

清朝时期的玉山子，可以说是达到了古代琢玉工
艺的巅峰。清朝的玉匠往往能够运用高浮雕、浅浮雕、线
刻、刻款、多层透雕等传统的琢玉手法，活灵活现地于玉
山子上，刻画出人物、山水、草木、动物等细节，就算是再
复杂的图案，玉匠们亦可精准把握，令人叹为观止。

乾隆时期，玉山子尤为盛行，乾隆皇帝授意清宫造
办处制作了大量的玉山子，且多以山水人物、历史故事
的题材为主，特别是小型的玉山子更为常见，亦是以山
水人物、亭台楼阁的题材为主。

因为每一块玉料，均有其独特的颜色、皮色、纹理，
所以在进行玉山子的雕琢之时，玉匠会运用“俏色巧
雕”这项传统琢玉工艺手法，运用每一块玉料自身独有
的特色，来创作玉山子的题材，巧妙利用玉料多余的杂
色，分别雕琢出玉山子中的白云、流水、苍松翠竹、古道
夕阳等细节，从而形成高低错落、深浅对比的层次效
果，妙趣天成宛如神来之笔，韵味十足，大大提高了玉
山子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著名的《大禹治水图玉山》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宫廷
玉器，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乐寿堂后间，其玉料来自新
疆和田密勒塔山，运送到北京后便由清宫造办处画出
大禹治水纸样再临画于玉料上，然后做成木样发往扬
州进行雕琢，用时六年才完成。

《大禹治水图玉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玉器摆件之
一，整体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000
千克，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
久、费用最高、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
艺品。

大禹能成功治水，依靠的不仅是其勇于艰苦奋斗
的精神力量，还有他自身那种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就
此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而《大禹治水
图玉山》将大禹精神与我国传统的玉文化融为一体，是
中国古代玉器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据中国艺术品网

中国传统的玉山子

费丹旭（1802 年 1 月—1850 年 12 月），清代画家。
字子苕，号晓楼，别号环溪生、环渚生、三碑乡人、长房
后裔，晚号偶翁，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

费丹旭以画仕女闻名，与改琦并称“改费”。费丹旭
作为清朝仕女画的典型代表，其创造的“病态美人”的
仕女画最有代表性，体现出时代特征。他笔下的仕女形
象秀美，体态颀长，圆脸细眉，神情清癯，用线松秀，设
色轻淡，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方向。他以轻盈淡雅的笔
调，刻画出女性柔媚之感。画中女性多为大家闺秀与小
家碧玉，往往文静且婀娜多姿，别有一种风貌。代表作
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二金钗图》册，其亦长于肖像
画，能够以形写神，融色墨为一，自成风貌。画有《红楼
梦》十二金钗肖像。后期所作《果园感旧图》卷，藏于浙
江省博物馆，技巧更趋成熟。也能山水，取法王翚和恽
寿平。他的画风对近代仕女画和民间年画都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十二金钗图》册取材于清曹雪芹名著《红楼梦》，
共十二帧：熙凤踏雪、迎春倦读、惜春作画、李纨品茶、
巧姐避祸、可卿理妆、探春观书、元春受封、宝钗扑蝶、
黛玉葬花、湘云眠芍、妙玉赏月。画面人物刻画细致工
整，具典型的费氏风格。环境则以逸笔写出，淡彩晕染，
墨笔勾皴，空灵秀润，以衬托出中心人物。

此幅为中国美术馆藏费丹旭所作《红楼故事图》
册页其中之一，似为表现“黛玉葬花”内容，画中人
物纤细柔弱、隽秀清丽。画面中的环境以淡色晕染，
空灵秀丽。两株弯曲的桃花树，足底一片芳草，衬着
一小块山石，黛玉左手拈花，右手扶着花锄，绝丽脱
俗，雅若天仙。画家把人物生性孤傲、心思敏感、才
华横溢、个性纯真灵净的形象描绘得入木三分，与

“倚风娇无力”的画中人十分和谐统一。这是费丹旭
最受好评的画作题材之一。 据美术报

费丹旭名作
《红楼故事图》

收藏随笔

《红楼故事图》册页之“黛玉葬花”

收藏知识

锡质异型茶叶罐

紫砂云肩六方茶叶罐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苏东坡一句诗词道出中国古代茶文

化的盛行与趣味。从古至今，饮茶文

化逐渐成为人们寻求精神享受以及

待客之道的必备礼仪，茶文化的风

气也慢慢盛行于民间，由此延伸出

来的茶道具开始多了起来，如茶杯、

茶壶、茶叶罐等等。

在西城路边的古玩街，一家名

为脩竹轩的古玩店常飘出淡雅的茶

香，店主虞晓雷爱捯饬茶叶，对饮茶

文化颇感兴趣。在一次次的煮茶、泡

茶过程中，他对茶叶罐的喜爱与日

俱增，在这日积月累中，他的“藏宝

阁”里逐渐收藏了 100 多个不同年

代、形态各异的茶叶罐。这些茶叶罐

从古代走来，带着沉淀百年的茶叶

香，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品鉴。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
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
和利用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
长盛不衰，传遍全球。爱茶之
人，不仅喜欢茶叶，还喜欢茶
具，总是要为自己的好茶寻找
最佳居所。追溯到明代期间，
王象晋在《群芳谱》中就把茶
的保鲜和储藏归纳成三句话：
喜温燥而恶冷湿，喜清凉而恶
蒸郁，宜清独而忌香臭。由于
茶叶容易吸湿受潮，使其有一
定的保质期，但只要存放得
当，不仅不会变质，甚至能提
高茶叶品质。因此，茶叶罐应
运而生。

“从古至今，用以储藏茶
叶的茶叶罐各种各样，弃之可
惜，留着不仅能赏玩，还能继
续储存茶叶。”虞晓雷对茶叶
罐格外钟爱。随着饮茶风气越
来越普遍，人们对储藏茶叶的
需求也更大了。据虞晓雷了
解，明代之前我国没有专门收
藏茶叶的罐子，那时候老百姓
喝茶基本以点茶、末茶为主。

从朱元璋年代开始，逐渐改变了饮茶方式，末茶的
形式演变为散茶，于是也出现了专门储藏茶叶的
器具，即茶叶罐，多种形态多种样式的茶叶罐，在
明中晚期开始普及。

据悉，茶叶罐的材质五花八门，不过古人用陶
制容器来装盛茶叶的居多，少数富裕家庭也用锡
制容器来盛装茶叶。到后来，逐渐出现了铁质、木
质、竹制甚至玻璃材质的茶叶罐。“现在的茶馆用
玻璃瓶来装茶叶是为了让顾客清楚地看到茶叶品
相。”虞晓雷说。不过在他的收藏中，木质、瓷器、锡
制、紫砂、纸质等茶叶罐较多。

虞晓雷拿出了五款具有代表性的茶叶罐藏
品，有瓷质的、锡制的、紫砂制的，其年代不同，做
工不同，蕴藏的文化也不同，但每一款都足以成为
茶席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应
茶
文
化
而
生

君子爱茶，存之有道。
对于用来储藏茶叶的茶叶罐，古人

也特别讲究。虞晓雷收藏的紫砂云肩六
方茶叶罐价值较高，因其出自明末清初
年间，制作年份较早，其制作工艺也较为
成熟。细看这款茶叶罐，以红泥为胎，色
泽朴实无华，云间纹饰作为披肩，别致又
秀气。一直以来，紫砂壶一般都作为茶具
使用，而当其作为密封茶叶的茶叶罐时，
其透气性比其它材质的茶叶罐好，对茶
叶储存保鲜度会更久。

除此之外，古人对茶叶罐的制作工
艺也颇有研究。这几款茶叶罐中，做工最
复杂的当属这款木胎大漆锡胆茶叶罐。
据了解，这款茶叶罐的制作工艺较少见，
虞晓雷根据其制作工艺与器型等特征，
认为其出自清代早期的福建一带。细看
这款茶叶罐，以三层材质叠加而成，最外
层以黑色的大漆涂抹在中间木质框架之
上，而最里层则是以经过捶打成型的锡
胆焊接而成，从里到外是以锡、木、大漆
叠加，而且其盖子和底部均以锡为料，肉
眼可见的厚重感。更独特的是，最外层的

黑色大漆上刻有线条流畅的竹子，足见
古人审美趋向于梅兰竹菊。“用锡制成的
茶叶罐因为材质问题，密封性较强，罐身
也比较厚实，保温保险的功能甚好，古时
候高端的茶叶罐以锡制为主，今年来出
现了不少现代仿品，收藏时也要注意分
辨真伪。”虞晓雷说。

此外，还有一款造型别致的五彩白
瓷茶叶罐，据说是出自清早期康熙年间。
这款茶叶罐以白瓷为胎，白瓷上面跃然
出现不规则竹子和莲花纹饰，其没有明
确的主题，没有规则的纹饰，盖饰的造型
也很不一样。“古人喜欢设计大量且规则
的花鸟虫兽作为配饰，寓意吉祥如意、好
运连连，但这款五彩白瓷茶叶罐却完全
不同。”虞晓雷对这款茶叶罐早已有所研
究，他表示，正因为其器型、纹路等方面
与古人的审美不同，再加上盖子的材质
与形状基本为国外制造，所以他推测这
是一款康熙年间国外定制的茶叶罐，想
必这个盖子是被送往国外后丢失，国外
工匠补做的款式，所以才与国内的完全
不同。

小罐蕴藏大智慧

紫砂加彩茶叶罐紫砂加彩茶叶罐

木胎大漆锡胆茶叶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