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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上五彩是康熙一朝瓷器的重要代表作。
瓷繪五彩，始於元代，至明朝中、晚期已見
完備。在明代，五彩瓷器若不使用釉下青
花，實際上就是釉上紅彩、綠彩、黃彩等，
而到了清代康熙一朝，五彩瓷才真正「名副
其實」，在明代的基礎之上運用釉上藍彩及
黑彩，形成了紅、綠、黃、黑、赭、藍等多
種顏色的搭配。藍彩濃艷勝青花卻柔和不刺
目，黑彩漆黑亮澤，加之金彩的廣泛使用，
康熙五彩顯得更為富麗堂皇。

康熙五彩瓷以其優美的造型、豐富的色彩
配搭、精緻的紋飾而成為當朝代表性瓷器品
種，色釉微微凸起，撫之給人以寶石之感，
光艷奪目。可參閱筆者所收藏的清康熙五彩
雕瓷「松．竹．梅」大蓋罐，其罐身上的紋
飾極富立體感，給人躍然而出之感，讓這個
大罐不顯笨拙，反而更添靈動。
在當時，來自西方的一批傳教士為清代帶

來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如著名的宮廷畫師郎
世寧、馬國賢，不但受到帝王喜愛，更在宮

中將西洋畫派的激發融入到繪畫及瓷器燒製
的過程中。
五彩技藝被套用於不同的器型之上，有各
式的瓶、花盆、盤、碗等，紋飾方面常見的
有花卉、梅鵲、花鳥、仕女、刀馬人等，可
參見筆者收藏的幾件康熙五彩瓷，包括清康
熙五彩麻姑鶴鹿獻壽盤（一對）及清康熙五
彩花碟紋淺碗（一對）。傳世的康熙五彩器
數量並不算十分稀少，但因為絢麗的色彩、
精湛的繪畫，其價值一直居高不下。

康熙五彩 瓷之寶石

國博「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吸睛點

萬年前的栽培水稻、迄今世界上發現的最早彩陶……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

「稻．源．啟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上，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的

近200件文物，為觀眾揭開世界稻作文化起源的秘密。觀眾亦可在展廳內感受

到古人向土地探尋食物的智慧。另外，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同期舉行的「萬年浙

江與中華文明」學術座談會上獲悉，浙江省將在「十四五」期間推進上山文化

申報世界遺產。因為上山文化是改寫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發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一粒萬年前的炭化稻米
和中國最早的彩陶

1mm

0

0
1mm

日前，在北京舉行了 2022 中國壬寅
（虎）年金銀紀念幣品鑒會，展現中國人民
銀行發行的2022中國壬寅（虎）年金銀紀
念幣一套。該套金銀紀念幣共13枚，其中
金質紀念幣8枚，銀質紀念幣5枚，均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
此外，近年台灣文化界的焦點之一必然是
各個鼻煙壺展覽，其中在台北故宮舉辦的
「士拿乎—清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展覽，
選展各種材質之鼻煙壺，從雕刻、燒製、琢
磨等工藝角度理解其製作及所呈現之時代特
色，且以珍藏、日常到賞賜等不同目的，看
到清代工藝之縮影，更是清宮微型藝術之經
典。 ●文、圖：新華社、中通社

上山文化於2000年首先發現於浙江省浦江縣
上山遺址。2006年11月，「上山文化」正

式命名，這是目前浙江乃至整個東南地區年代最
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距今一萬年。21年來，浙
江已在浦江、嵊州、龍游、金華、永康、義烏、
蘭溪等地發現「上山文化」遺址20處。這裏是
錢塘江流域、長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國起步最早、
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
群，比河姆渡文化、跨湖橋文化分別早了3000
年和2000年，將浙江的文明史推進到1萬年前。
上山文化是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也是世界
農業文化的重要發生地。
在座談會上，多位業界專家認為，上山文化是
改寫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發現，是人類文明史的重
要篇章，是世界稻作農業起源地，具有重要的考
古學價值。上山人是最早的農人，是最早生產水
稻的先民。袁隆平「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題詞
和嚴文明「遠古中華第一村」的題詞，是對上山
文化價值內涵的高度概括。
據悉，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上山文化工
作，明確提出要「推進上山文化申遺」。中國建
築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陳同濱表示，上山文化遺
址群申遺具有重大意義，可見證「農業起源」中
的「稻作起源」這一中國對世界人類文明的重大
貢獻。上山文化是繼良渚古城遺址之後又一重要
文化遺產，它揭示錢塘江流域的文明發展對東亞
地區文明進程的貢獻，將填補世界遺產中稻作起
源的類型空白，也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
氣派考古學的標誌性成果。

萬年前的稻米開啟世界稻作文明史
今次展覽的「c 位」留給了一粒距今約

11000-8500年的炭化稻米，在展廳內獨享一整個
封閉展台，吸引不少觀眾駐足。據介紹，這粒炭
化稻米於2006年在浙江省浦江上山遺址出土，
屬於馴化初級階段的原始栽培稻。上山遺址早期
文化地層中出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過系統浮
選法在層位清晰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年代最早的
稻米。
此外，上山遺址還發現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
和食用的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是迄今所知世界上
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這些發現讓稻作栽培歷史
上溯至1萬年前，刷新了人們對世界農業起源的
認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上山文化發現
者蔣樂平表示，相較於長江中游同樣顯露若干稻
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上山文化有
三個顯著不同的特點。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
培、收割、脫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內容，一種嶄
新的農耕行為體系已經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
穴，佔領、定居於新石器時代活動中心的曠野地
帶，這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真正開始；第三，上山
稻作是一種沒有中斷並出現穩定進步的文化現
象，隨着上山文化的發展而傳播。一種生業經濟
行為，與一個群體的生存與繁衍，發生了真實的
關係。這一遺存信息及其傳遞的文化意義，超越
了早期穴居遺址的時代屬性和歷史屬性。

孕育於上山文化獨特的紅色陶
除了那一粒米，上山文化令人印象深刻的，還
有那一抹紅——最早的彩陶。上山文化彩陶是迄
今世界上發現的最早彩陶，孕育於上山文化獨特
的紅色陶系，是上山文化陶器的精華，也是中國
彩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研究發現，在上山文

化早期，上山文化的夾炭紅陶就與其他地區的陶
器存在差別，具備更先進的一些特徵，器型複雜
多樣，有大口盆，小口鼓腹的雙耳罐等。
今次展出的橋頭遺址出土最早的彩陶陶片，是

一缽碗類的殘片，夾細砂紅陶，陶質較細膩，器
壁施紅陶衣。口沿處有白色點彩，器壁殘見三個
單獨的幾何形圖案，圖形為填塗而成，與頓點連
綴的點彩手法有着本質的差異。可見的兩個完整
圖案，其一為帶着一周輻射短線的圓形，似太陽
紋，另一為兩個頂角相對的三角形。

彩陶壺內發現萬年前的釀酒證據
展覽還展示了一件距今約11000-8500年的彩

陶壺，壺中發現了釀酒的證據。據悉，在壺內的
殘餘物中有一種加熱產生的糊化澱粉，經檢測研
究，發現殘留物與低溫發酵的損傷特徵相符，而
低溫發酵是釀酒的基本原理。因此，9000年前的
上山人可能已經掌握釀酒技術，而這隻陶壺就可
能是中國最早的酒器。
展覽並輔助豐富的考古學知識介紹、場景復
原、多媒體等展示手段，兼顧學術性與趣味性，
展示人類稻作農業起源之初的社會、經濟與文化
面貌，反映中國早期的定居村落及其社會生產與
生活情況。
據悉，今次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中國考
古學會、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文化和旅
遊廳共同主辦，展覽將持續至2022年 1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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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五彩麻姑鶴鹿獻壽盤（一對）

●清康熙五彩花碟紋淺碗（一對）

●清康熙五彩雕瓷
「松·竹·梅」大蓋罐

▲▼紀念幣品鑒會上展現的紀念幣。 新華社

●展覽展現不同材質之鼻煙壺。 中通社

●一套印有「囍」字的鼻煙壺。

●鼻煙壺的製作工藝相當精緻。

●萬年前的炭化稻米。
國博供圖

●上山文化
彩陶片。

國博供圖

●上山文化陶壺。

●炭化稻米
憑「資歷」
獨享一整個
封閉展台。

●現場還展出了
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的炭化稻米。

●展覽現場

●上山文化陶壺中發
現釀酒證據。

●上山文化陶盆。 ●展覽現場可見到石煮法的炊器。 ●上山文化的各種陶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