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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官方認定的14件國寶級瓷器中，有
8件來自中國，其中更是有半數為南宋建窯
茶盞。在這4件珍貴的建盞中，一件為油滴
盞，其餘三件被日本人稱其為「曜變天目茶
碗」。
建窯窯址位於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水吉

鎮，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至宋元時期達
到鼎盛，其所燒製的茶盞被稱為建盞。與青
瓷、青花、粉彩等常見的瓷器種類不同，建
窯出產的黑釉瓷器獨具特色，以最濃墨重彩

的黑色釉為底色，釉面呈現出一種金屬般的
質感。
名品「曜變盞」以內壁的斑紋為藝術特

色，自然的紋理猶如點點繁星璀璨，美麗絕
倫，形成了傳說之中「五彩斑斕的黑」，無
怪乎能被日本列為國寶級文物，並被賦予
「天之眼睛」這種華麗的名稱；而另一個特
殊建盞種類「油滴釉」則屬於結晶釉——這
種工藝對火候要求很高，只有在1,100℃時才
會出現釉層表面滿布的大小不一、呈金屬光

澤的小圓點，這些圓點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
滴一樣，古人曾用「盛茶閃金光，盛水閃銀
光，映日透視，晶瑩奪目」稱讚油滴釉。在
2022年的《香港珍藏大展》中，便展出了一
件「南宋建窯黑釉油滴盞」。
建窯作為「黑釉之魁」，是從漢代的黑

釉瓷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實除了建窯之
外，吉州窯、建陽窯、磁州窯系都是著名的
黑釉瓷器主要窯廠，甚至連宋代五大名窯之
一的定窯，亦兼燒黑瓷，俗稱「黑定」。在

裝飾手法方面，部分瓷器會以褐色釉料施點
狀斑塊於器身，燒製後形成「鐵鏽斑」的效
果，這種藝術風格在海外亦廣受喜愛，可參
見「北宋金黑釉鐵鏽斑盌」；亦有匠人以在
黑釉下瀝粉成豎直線紋為裝飾手法，例如
「宋山東淄博窰黑釉線紋四系耳尊」，這
種器物在民間被稱為「線條瓶」、「線條
罐」。

建盞——傳說中「五彩斑斕的黑」
◆（北宋/金）黑釉鐵鏽斑

◆（南宋）
建窯黑釉油滴盞

◆（宋）
山東淄博黑釉線紋四系耳尊

位於自治區博物館三樓的「故宮
廳」，門廳設計得古香古色。

藍底金字的匾額，朱紅、明黃、霽
藍——這些故宮裏的「國寶色」被巧
妙地運用在布展的細節中，讓觀眾在
雍容祥和的氛圍中欣賞溫潤華美的玉
器。
玉作為禮器，始於新時期時代。人

們將玉視為天地精氣的結晶，使玉在
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都被
賦予了重要的意義，而琢磨於帝王宮
苑的玉製品，更是被看作是顯示等級
身份地位的象徵物，成為維繫社會統
治秩序——禮制的重要構成部分。清
代從建政之初即建立了冊寶制度，後
逐步完備，玉冊玉寶遺存甚多，著名
的二十五寶璽中有二十三方都是玉
璽。清代祭祀中不僅以玉為禮器，在
祭祀過程中所使用的禮樂和儀式也都
離不開玉器。

乾隆玉璽宮廷重器
在「受命於天」板塊，重點展出了
「敬天法祖之寶」碧玉交龍紐、「太
上皇帝之寶」青玉交龍紐、碧玉乾隆
元年上聖祖謚冊等一批「宮廷重
器」。其中，「敬天法祖之寶」碧玉
交龍紐為乾隆皇帝晚年所製，印文為
漢文篆書，陽刻。「敬天」「法祖」
「恤民」一直是為政者修德保身的要
務，乾隆作此寶，亦有自省之意。
清朝康熙帝共在位61年，乾隆帝
早年時曾立誓若得在位60年當即歸
政，以表「不敢上同皇祖」之意。歸
政後，乾隆帝稱「太上皇帝」。這枚
「太上皇帝之寶」青玉交龍紐，印滿
漢雙文，印身四周刻乾隆皇帝御製文
「自題太上皇寶」。
謚冊是皇帝為已故前代帝后進謚號

時得製用之物，清代尊謚前祖始於皇
太極。這次展出的碧玉乾隆元年上聖
祖謚冊，共 10片，文字為滿漢雙
語，係乾隆皇帝為康熙帝所上之謚
文。

修身禮佛以玉為飾
出於個人修行和穩定政權的雙重需

要，無論藏傳佛教還是漢地佛教在紫
禁城中都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與藏
傳佛教佛像、祭器多用金、銅不同，
宮中漢地佛教用品的製作主要用玉。
乾隆時期，宮中佛堂以中正殿區為核
心，遍布後宮各區。在「法相梵音」

板塊，展出了各種白玉、青玉佛像，
佛前供器、佛缽等，從中可管窺皇家
禮佛及佛教藝術對清代裝飾藝術的影
響。
以玉為飾，源於人類對美的追求。

儒家宣導的「君子比德於玉」「君子
無故，玉不去身」等理念到清代時已
深入人心。本次展出的白玉蚩尤環即
是清代玉飾的代表，不少市民遊客在
展台前駐足流連，該環外壁凸雕四個
圓形蚩尤面紋和兩個方形蚩尤面紋，
獸面皆為圓眼、大嘴。環側切為二，
兩環相套，可上下相扣，首尾銜帶。
切面四處陰刻填金乾隆御筆題詩：
「合若天衣無縫，開仍蟬翼相連。乍
看玉人鐲器，不殊古德談禪。往復難
尋端尾，色行底是因緣。霧蓋紅塵溫
句，可思莫被情牽。」烏魯木齊市民
羅靜表示，這種合璧連環構思巧妙，
其咬合製作的尺寸之準、密合之嚴，
令人嘆服。

清室雅伴幾暇清賞
玉陳設在明清時期獲得巨大發展。

清代宮廷玉陳設數量大、品種多，使
用非常普遍。內廷殿堂內，多寶格、
坐榻、几案、牆壁之上隨處可見玉陳
設，如山子、如意、各式仿古玉器、
花插、插屏等，以及人物、動物、植
物瓜果造型的小文玩。特別是大型玉
陳設更是彰顯了清廷的綜合實力，各
種形制的玉冠架，亦為清代所獨具。
同時，清代玉陳設的做工也更加複

雜精細，借鑒繪畫、雕刻、工藝美術
成就，集陰刻、陽刻、鏤雕、俏色等
多種傳統做工和歷代藝術風格之大
成，又吸收了外來藝術影響並加以糅
合變通，創新與發展了傳統玉雕工
藝。
此次展出的青玉菊瓣式爐瓶盒三

事，即是明清時期流行於文人雅士案
頭的成組焚香熏香器具。其中的爐為
焚香容器，瓶則用來盛銅鏟箸，箸夾
香料，鏟取香灰；盒則盛納香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品中看到了乾

隆帝置帽用的紫檀嵌白玉雲龍紋冠
架。這個玉冠架以紫檀鑲玉插接而
成，中間以一鐵軸貫穿。在冠頂、中間
鼓肚及紅木鼓形底座上鑲嵌三塊白玉，
均深浮雕雲龍紋。或兩龍在雲中相戲，
或一龍在雲間穿梭。龍雙眼凸出，張
口露齒，闊鼻，雙角，髮鬚多且長，
五爪，火焰形尾，極富動感與氣勢。

故宮博物院首在外地設展廳故宮博物院首在外地設展廳

新疆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玉料產
地和玉文化發祥地之一。我國考古
學最新研究提出，中國在青銅器、
鐵器時代之前的新石器晚期存在着
一個大量以使用玉器為主的時期。
歷史也證明，新疆和田玉首開我國
邊疆與中原、東方與西方交流的運
輸通道，即「玉石之路」。
與形成和發展只有1,600多年歷

史的絲綢之路相比，「玉石之路」
有着6,000多年的歷史。西漢張騫
通西域，其實走的就是「玉石之
路」，漢代在甘肅設置玉門關，以
運輸玉石而聞名。而從西域到中原

「產玉、運玉、製玉」之路的暢
通，也實證着歷代中央政權對新疆
的有效管理。
本次展出的乾隆御題青玉盤，盤
心鐫刻着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御製詩《玉盤謠疊舊作韻》。
據歷史記載，清廷曾於乾隆二十二
年打敗阿睦爾撒納後繳獲一件類似
玉盤，此件從詩文中得知為駐守伊
犁軍民在墾田時從田中起獲的，後
被送入宮中與前述玉盤配成對，陳
列於重要場所，以示乾隆帝開疆拓
土的偉業，也反映了平定新疆對於
乾隆帝的重要意義。

百件精品百件精品闡述清代宮廷玉文化闡述清代宮廷玉文化
中國古代玉文化源遠流長，可追溯到近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到清代乾隆時期，玉雕藝術的發展達到高峰。故宮博物院所藏明

清皇家玉器數量之多、品質之優，為世界上任何博物館所不及。

該院日前首次在本院外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設立「故宮

廳」，並舉辦「盛世琳琅——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玉器展」。

展品從故宮博物院藏近19,000件（套）清代玉雕藝術品中遴選

100件（套）精品，涵蓋了禮器、陳設、賞玩、日用等，以玉器

功能為經，材質、工藝、造型、紋飾、內涵、包裝為緯，立體展

示清代玉雕藝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華玉文化的淵源有自、綿

延不絕。本次展覽將延續至2024年1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六千年「玉石之路」
從新疆開啟

◆故宮博物院在新疆自治區博物館設立的故宮廳

◆清乾隆「敬天法祖之寶」碧玉交龍紐

◆「敬天法祖之寶」碧玉交龍紐印文

◆「太上皇帝之寶」青玉交龍紐

◆碧玉乾隆元年上聖祖謚冊

◆白玉蚩尤環

◆乾隆御題青玉
採玉圖山子

◆乾隆帝御用紫檀嵌
白玉雲龍紋冠架

◆17至18世紀莫臥兒王朝青玉長流壺

◆乾隆御題青玉盤

◆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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