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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是此次嵌螺钿藏品展示
的主题，“黑”更是嵌螺钿工艺难
得的亮点。曹海宾收藏了两款嵌
螺钿工艺的小酒杯，一款是铜胎
四方倭角山水人物杯，另一款是
铜胎山水圆形杯。

小小的酒杯，表达了古人对
“把酒言欢”生活的向往，对“月下
会友”情怀的追求。细看这款铜胎
四方倭角山水人物杯，你会发现，
小酒杯的四个方向均用螺钿镶嵌
了不同的图案，有古人举起酒杯
敬月的画面，有空无一人的凉亭
周围树木繁盛的画面，也有古人
在月下酿酒的画面，更有古人背
对着望月的画面。将这对酒杯摆
放在一起，会发现两个酒杯的图
案一致。“嵌螺钿工艺的复杂程
度，并不能达到复制制作的技术，
但古人做出一模一样的嵌螺钿图
案，可见匠人的巧手也是无法复
制的。”曹海宾感慨。

而另一款铜胎山水圆形杯的
制作工艺则更复杂。细看这款圆
形杯，其杯身表面为弧形，上面镶
嵌的图案以假山、房屋、树木为
主，仔细看会发现，房屋的部分结

构已经不完整，在历史的长河中
掉落了。两只圆形杯的图案相互
对称，摆在一起，如镜像一般，有
一种相映成趣的荧光美。

在历史长河中，古人还将螺
钿用于珍贵的硬木家具制作，还
经常掺和在其他镶嵌物之间，如
翠玉、象牙、彩石、珊瑚等，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百宝嵌”。而像曹海
宾收藏的漆器螺钿也很知名，扬
州的江千里便是古代驰名天下的

高手。那个时期，默默无闻的嵌螺钿
工匠更是人才辈出，数不胜数了。

纤巧精工的螺钿，在朝代更替中
一点点被嵌入各种器具上，其裁切之
精、色彩之准，标新立异。而随着年代
的推移和气候、温湿度的变化，嵌螺
钿工艺品极易出现掉漆、螺钿嵌件掉
落等现象，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更是
寥若晨星。本次展现的这几款嵌螺钿
工艺品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仍保存较
好，风采犹存，弥足珍贵。

挽住岁月无法复制的美

下图中是一件民国时期的“教子图”折扇。此折
扇制作工艺、扇面画意很有故事性，有一定收藏和
研究价值。

折扇，又名腰扇，滥觞于汉末，曾为王公贵族的宠
物。至晋代，腰扇又称叠扇，已成为上流社会男女通用
的驱暑器具。南北朝时，《南齐书》上说“褚渊以腰扇障
日”，这时的腰扇，据《通鉴注》解释为折叠扇，南方人在
夏天出门，常持此物以纳凉遮阴。隋唐时，折扇没有多
大变化。到了北宋，“如市井中所制折叠扇……展之广
尺三四，合之止两指许。”市井有制，说明它已不是少数
人所用之物了。

那时日本、高丽所制的精美折扇也源源不断流入
中国，相对简陋的中国折扇反而声名被掩盖了。这也是
为什么南宋以来史学家多以为折扇是舶来品的原因。
又据《在园杂志》记载，我国古代所用之扇，要数纨扇历
史最早，至于近代所用的折扇，又叫撒扇，是明代永乐
年间朝鲜国入贡中国的。永乐皇帝喜欢这种扇，卷舒云
纹，就命宫中工匠仿造，后由宫中传出，很快就风行全
国，普遍使用了。这种习俗，在明代盛行，折扇选用材
料，越选越精，极奇穷巧，扇骨有用玳瑁、檀香、沉香、竹
子以及各种材料的，工艺则有螺钿、雕漆、漆上洒金等。
除此，永乐皇帝开始主导折扇潮流，命内务府大量制作
折扇，自己在扇面上题诗作画，分赠大臣。一时间，折扇
成为文人雅士表达友情、临别互赠的一种礼物。

到了清代乃至今天，折扇几乎随处可见，到了近乎
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如苏扇制式，更是美轮美奂。特别
在江南一带，学士名流的风流才情与折扇有着丝丝缕
缕的关系，营造出江南如水的柔情文化氛围，一些美画
佳句使折扇身价百倍。

本文所介绍的这把折扇上绘制的“教子图”画面，
左上方书有“美女教子”题款，图文相辅相成，构思新
颖，清新流畅，寓意深邃。画面上，三个儿童正在嬉戏游
玩，憨厚可爱，一位体态优美的女子坐在一旁，细心观
察着三个儿童嬉戏的场面。整体氛围温馨和谐、轻松愉
快，描画出家园幸福美满的意境。 据《收藏快报》

民国“教子图”折扇
妙趣横生

日前，义乌市三溪堂中医药博物馆，首次展示了刚
刚收录的清末民初至今国内部分名中医的处方真迹。
一张张发黄的手写处方，彰显了祖国中医文化的源远
流长，以及名中医深厚的书法文化功底。

展示品中，有一张明末清初著名内科中医师倪汀
兰所开的处方。倪汀兰是明代嘉靖年间名医倪洙谟的
后代，该处方为其在明末行医时所开，由中国医学史研
究前辈董志仁50多年前赠送给浙江中医药大学林乾
良教授，极其珍贵。

又如一份书画名家诸乐山手录《丁甘仁医案》的处
方，用精湛的书法记录了十几味中药材名称、数量，包
括具体症状表述和功效。诸乐山是中国美术学院著名
的花鸟画教授，是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师吴昌硕的弟
子，与潘天寿、吴茀之一同构建起中国花鸟画的教学体
系。民国时期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诸乐山，精通
中医药。此次展示的这幅处方就是诸乐山先生的处方
真迹，十分珍贵。

此外，一份原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内首批国医
大师——何任的处方真迹，同样让人叹为观止。何任擅
长内科、妇科病治疗。这份1973年在浙江省中医院行
医时所开处方，字里行间透露出国医大师严谨的行医
风格。小小的处方也是一张浑然天成的书法作品。

此次收录的名中医处方中，还包括王宇高、吴士元
等国内中医名家的处方手稿真迹。

全媒体记者 吕斌 文/摄

清末民初名中医
手写处方真迹亮相

嵌螺钿工艺：

溢彩流光的华夏瑰宝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可曾见过一种工艺，在神秘的黑漆中点缀出五彩斑斓；可曾见过一种工艺，将人物神态描绘得生动逼真；可曾见过

一种工艺，将流光溢彩嵌于广阔的艺术空间，记录朝代的更替与兴衰。这种工艺名为嵌螺钿，或许你闻所未闻，又或许你

爱不释手，但无论如何，精美的嵌螺钿工艺品，总能让众多收藏爱好者为之疯狂。他们收藏的任何一件嵌螺钿藏品，在艺

术拼接的多彩钿片之间，能令人感知五彩缤纷的古代生活，以及古人精神世界的充盈与快乐。

“嵌螺钿的收藏跟别的艺术品
不一样，不仅历史悠久、工艺复杂，
而且外表平实又华丽。用年轻人的
说法，就是‘低调的奢华’，简称低
奢。”对嵌螺钿工艺爱不释手的义
乌市收藏协会会长曹海宾谈笑道。

螺钿工艺，在中国已有七八千
年的历史，是沉淀已久的华夏瑰
宝。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

（主要是夜光贝，也称夜光蝾螺）磨
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
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
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经打磨、髹漆、
抛光，成品色泽绚丽、流光溢彩。据
考，螺钿起源于商代，到唐代螺钿
工艺已经成熟并显现于家具工艺
品上，清代更是达到高峰，受宫廷
青睐。

“嵌螺钿工艺的装饰性强，给
人以五光十色的美感，是明清时期
颇为流行的漆器装饰艺术。”曹海
宾说着，小心翼翼地将四款嵌螺钿
工艺品从收藏盒中取出，逐一摆
好，逐个鉴赏。据他所知，古人最初
用贝壳作为货币流通，足以说明

“贝”在古代的价值是很高的，而以
贝为材料制作的工艺品，因其过于

珍贵，只能供达官贵人使用。在明末清初，镶嵌螺
钿工艺品的制作达到了高峰，宫廷造办处内设专
门工匠制作皇家御用的嵌螺钿器具。其数量众多，
品种丰富，小到瓶、盒、杯、盘及文房用具，大到家
具等，无不用五彩缤纷的螺钿镶嵌而成的山水人
物、花鸟虫鱼等图案来装饰。

据悉，当时还出现了厚螺钿与薄螺钿作镶嵌
并存的局面。厚螺钿使用的钿片较厚实，色彩较为
单一，取材于色彩不太浓艳的贝壳；薄螺钿则采用
色彩比较浓艳的五彩贝壳，其具有美丽动人的珍
珠般的光泽，而这也非常考验制作工匠的技艺。

曹海宾说，他收藏的这几款嵌螺钿藏品，均来
自清早期，而判断其朝代的依据，除了这几款藏品
使用的是精致的细螺钿工艺外，倭角的器型更是
该时期的一大特色。而清中期以后，嵌螺钿的工艺
便趋于粗犷，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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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钿妆成翡翠光，紫霞秋澈
婺州香。形神具美真通泰，假寐仍
期到梦乡。”清初名士刘应宾曾作
诗称赞。后人也多以“螺钿妆成翡
翠光”这一句，来形容螺钿工艺的
色泽之美堪比翡翠。

螺钿之美，美在工艺。曹海宾
收藏的饰品盒、茶点盘、酒杯等嵌
螺钿器具，尽显黑漆螺钿的巧嵌
妙镶、溢彩流光之美。其中，一款
木胎嵌螺钿圆形盒可谓精美过
人，此盒用黑色大漆精髹木胎，嵌
有人物、松树、庭院、花草、石头等
图形。细细品味其情景，可看出图
中有六个人物，一个大孩子将一
个状元帽高高举起，另一个孩子
则背着最小的孩童，与其他两个
孩子一起围向大孩子，孩子们相
互簇拥的场面格外鲜活，而一旁
的女子手中拿着一把收起的纸
扇，转头定睛看向他们，温柔且充
满期待的神态，把“五子登科”的
寓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曹海宾认为，该图像故事情
节新颖，螺钿加工镶嵌后自然颜
色的巧妙搭配，动感极强，再加

精雕细嵌中窥探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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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角四方盘配色精美

木胎嵌螺钿圆形盒之五子登科

山水人物倭角四方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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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人物与山水相映成趣

铜胎圆形杯上的山水互相对称

“教子图”折扇

上其复杂的工艺技术加持，可谓
是嵌螺钿工艺中的上品。不仅如
此，饰品盒整体散发着流光，周
身以缠枝莲花为纹饰，盒内也嵌
有花草图案，可见古人对吉祥如
意的向往与追求。

“别看嵌螺钿好看，这需要匠
人有极强的技术和审美。”曹海宾
说。在木胎上漆的过程中，需要将
漆一层一层刷上去，并且在漆半
干未干时，把螺钿点嵌进去。制作
一个嵌螺钿工艺品，一般需要几
个月的时间，慢工出细活，只有造
型与螺钿装饰达到水乳交融的境
界，方可展现该时期嵌螺钿工艺
品的高水准。

此外，曹海宾手中的另一款
山水人物倭角四方盘也独具特
色。四个倭角的制作方式，以及盘
中展示的亭台、树木、花草、人物
的图案，均有一种“采菊东篱下”
的自得之感。据悉，该山水人物倭
角四方盘以黑漆为底，包银制作，
一般是四个或六个为一组，虽然
遗憾未能将整套嵌螺钿茶点盘收
藏齐全，但曹海宾依然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