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缘
□ 文/吴 淑 霞

现代社会很少 有人写信
了 ，而我时不时还爱写信。更
高兴看信 ，也 喜欢收藏信 ，似
乎对 “信 ”有 一 种特殊 的 “情
缘”。

写信 不单纯 是 为 事 ，或
者 问候。写信往往是觉得 自
己 心里有许多话要说 ，想把
自 己 生活 中 的 各种感受 向 自
己最亲近 的 人 、能理解 自 己
的人倾诉。所以写信也
是种情感 的交流 、寄托
或发泄 ，也是调节个人
心态的一种方式 。

我初来三亚 时 ，虽
然南国 的热带风情让人
陶醉 ，但无法排遣远离
故土的孤寂和对亲人的
牵肠挂肚 ，写信便成了
我生活中 必不可少 的一
部分 ，一下子写出 去 10
余封信 ，写给我的孩子 、
我的朋友 、我 的 同学 。

信寄出去后 ，自 然
就盼着回信 ，会擘着指
头算着对方收到信的 日
子 ，揣想对方收到信后
的反应 ，再等着回信。大儿子
在 回信中 写道 “妈 ，我 非常想
您 ，同时也在心底里 由 衷地钦
佩您 的坚强和 勇 气……虽 然
我们一家天南海北 ，但在不 同
的 地方都积极地面对一切 困
难 ，为了终将有一天我们会重
新无忧无虑地相聚。”小儿子
在信 中说 “妈 ，您常去海边散
散步 ，大海会消除您心中 的忧
愁 ，我 也会常给您写信安慰
您，……我不希望您太累 了 ，
只要我们母子之间互相牵挂
着 ，想念着 ，那 已 是很幸福 的
事了。”一位朋友还在来信中

附了 一首诗：“千里飘海南 国
行 ，虽为生计别有情。记着亲
友甚悬念 ，鬓华之人多珍重。”
儿子 、亲友在一封封来信中对
我的理解 、关心 、思念 ，给予我
生活的 勇气和信心 。给我他 乡
寂寞的生活增添了快乐 。所以
我从回信中 ，大多都能得到一
种心灵的呼应。读着这些信 ，
就像欣赏一篇篇文学佳作 ；看

到信封上精美的图
案和邮票 ，就像欣
赏 一件件工 艺 品 ；
看到那隽秀或苍劲
有力 的钢笔字和毛
笔字 ，又像在欣赏
书法 。这是一种享
受和乐趣 。

几 十 年 来 ，我
把 所 有 认 为 有 价
值 的 信 都 珍 藏 下
来 ，特别 是保存 了
所有 的信封。从西
安 的 校 园 生 活 到
四 川 、海 南 各个工
作单位 ；从五 十年
代 到 九十年代 ；有

爱人 、孩子 、亲 友 的 信 ，也 有
参 加 各 种 学 术 会 议 的 邀 请
信 ，还有逝者的信 。这些信件
浓缩着我 的风雨人生 ，藏着
我 的 悲欢离合 ，是 我最珍贵
的物品 。无论我飘泊何处 ，都
始终带在身边 。每 当 我 重读
这些信件时 ，心 中 的 烦恼 、困
惑 、对亲人 的 思念 ，都会在行
行泪 水 中 漫漫融化 ，得到 些
许安慰和鼓舞后 ，擦干眼泪
再 向 前走去 。

这便是我的 “信缘”，我还
会再写下去 ，直到我走到夕 阳
的尽头 。

曾经
□ 文/姚紫薇

如果人不 用 长大 ，那该 多 好啊

我们可以手拉着手撑着一把小花
伞在雨中说悄悄话 ；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在一起打打
闹闹 。我可以用小手拭去你们脸上的
泪水 ，说：“不要哭了”……

但是 ，这一切 的一切 ，我 只 能在
前面加上 “曾经”二字了 。因 为那时 ，
我们都还只是个孩子。

现在 ，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
们大概都遗忘了曾经的美好 ，忘记了
那些平凡无奇却又绚烂无比 的 曾经 。
他们在成长 的路上 ，渐行渐远 ，彼此
走失在没有了承诺的今天。

于是 ，我学会看着空荡的街景与
寂寞为邻 ；学会用心去倾听雨的寂寞
的声音 ；学会把 自 己放纵于雨中 ，把泪
水隐没在雨水里。终于明 白站在大雨
里的 人为 什么会显得格外狼狈了 ，是
因 为 我们永远分不 清他们脸 上 的 雨
水 ，究竟是雨水还是他们不肯告人的
泪水。

我们都这样离散在岁 月 的 风里 ，
回过头去 ，都看不到曾经在一起的痕
迹 ，尽管曾经那么用力地走在一起过 。
渐渐发现 ，这一路走过来 ，已经没有多

少人站在身边陪我看风景了 。
到底是我遗忘了他们 ，还是他们

忘记了我 ？

我是否应该停住脚步 ，回头拾起
那些被我遗失的美好？

但是 ，我却又有些恐慌 ，我害怕他

们早 已不在当初那个单纯的原点等我
回去了 。我害怕看到他们熟悉的脸却
又陌生的心 ！我站在这里 ，已经看不清
他们的身影 ，看不到我们走失的那个
原点。隐隐能望见渐渐分开的人生岔
口……只是 ，我们现在还回得去吗 ？

一 些 总是在 自 己 的 身 边 出 现 的
人 ，忽然间不见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放
风筝。风筝断了线 ，什么也没有了。就
像现在 ，我什么也没有了 ，只剩下孤独
做伴。寂寞的时候 ，只能用 自 己 的左手
紧紧地握住右手 ；寒冷的时候 ，只能用

自 己 的双手紧紧地拥抱 自 己 。静静的 ，自
己给 自 己做伴 。

曾经那么要好的 几个人 ，现在为什
么就只能隔着距离回望彼此？明明距离
很近 ，彼此却又无法靠近 ，也许我们只有
隔着距离回望才能够发现一直享受着却
忽略了 的美好。那些光阴美好却又很遥
远 ，定格在记忆深处 。

是时间搁浅了我们的曾经 ，淡化了
友情 ，增加了距离吗？不然 ，我为什么拉
不到你们的那只曾经被我拉过的手？它
们离我好近 ，却又好遥远……

是成长让我们之间少了真诚 ，而多
了虚伪了吗？不然 ，我为什么看得清你们
的脸 ，却看不清你们的心呢？

那些曾经我可以紧 紧抓住的东西 ，
现在 ，为什么却触摸不到了呢？

看着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的痕迹 ，终
于明 白什么叫做“物是人非”。

如果我们可 以永远长不大就好了 。
那么 ，我会紧紧拉住你们的手 ，让岁 月 定
格在这里 ，不让你们走失了……只是 ，成
长 的 离心力会服从我们纯真 的牵引 吗 ？
你们还愿意跟我一起回到过去吗？

我们是一群走失的孩子 ，我们拥有
过美好的曾经…… 野趣　柳影

结 巴 剃 头

有个结巴 ，到剃头铺去剃头。这位剃
头师傅喝醉酒了 ，倒的水怪热的 。手不能
伸进热水里 ，于是顺手摸了一把瓢 ，用瓢舀
着往结巴头上倒。第一瓢浇上去 ，结巴急
得说：“好 ，好……”剃头师傅一听说好 ，又
舀 了一瓢浇上 ，结巴烫得大声喊：“好 ，好
……”剃头师傅一听又叫好 ，顺手舀 了一瓢
浇上 。一连三瓢 ，把结巴烫得猛一蹦 ，说 ：
“ 好 ，好烫”。

包 罗 万 象

兄弟三人家住南山 ，今分三路去北 、东 、

西三方长途贩运土产。临行前同去山 中 古刹 ，
请方丈 卜 算 ：一年之后谁能发迹荣归？方丈不
语 ，只伸出一个手指头作答 ，三兄弟不解 ，追问
其详。方丈 曰 ：“天机不可泄露 ，日 后 必有应
验。”三兄弟只好悻悻而去。事后 ，徒弟请教方
丈 ，一年之后如何应对？方丈答日 ：若一人发
迹 ，正好言中 ；若两个发迹 ，这一个指头乃是一
人破财之意矣。徒弟仍有疑惑：“那三人若都发
财了呢？”“一齐发家致富。善哉 ！善哉！”“那
三人若都赔本了呢？”
“一律血本无还 ！阿弥
陀佛。”　（张 崇 明 ）

一定还有点什么
□ 文/琚 虹

匆匆忙忙地赶路 ，匆匆忙忙地挤车 ，匆匆忙忙
地奔着下一个车站 ，匆匆忙忙地做着那似乎永远也
做不完的梦 。

春天来了 ，秋天走了 ，在四季 的更替 中 ，
我们一天天长大 ，求学 、工作 、恋爱 、结婚 、生
子 ，每天疲于奔命 ，似乎总也停不下来。我们
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思考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
真正想要 的 ？这季节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
么？生活依然按部就班 ，一切似乎都无始无
终 ，当 我们到达终点时 ，已经是另一个起点 。

就在我们偶尔回 首的 那一刻 ，走过 的足
迹已被岁 月 的尘土所淹没 ，它使追求和忧虑
都无处着落 。那些令我们激动的 ，令我们忧伤的 ，令
我们快乐的 ，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爱与恨都已随风而
逝 。如果把挣钱 、职位 、家庭 、儿女当成 目 的 ，以为这

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后悔 ，
而一定还有些什么 ，是我们错过了 ，或许是永远地
错过了 。

错过了春天第一棵发芽的小草 ，这个春天和以
往 的春天绝不一样 ；错过了远方寄来 的一封信 ，它
使你忽略了世上爱你的人 ；错过了一支老歌 的 旋

律 ，那是朋友最爱哼 唱 的 ；错过 了 那件普通 的毛衣 ，
那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编织 的 ；错过了一句话 ，一个
微笑 ，一滴眼泪 ，一个眼神 ，甚至在末班车上 ，错过了

始终悬挂在 头 顶 的 那颗 星 星
……

人生远比个人的生存深切
和丰富得多 ，历史正以千百种
背景演绎我们的故事。无论你
的人生是辉煌 ，亦或是平淡 ，能
在我们身后 留下的只有爱。而
我们只是在经历很 多之后 ，才
明 白这一点……

你看 ，桃花又开了 ，柳枝又绿了 ，星星又升起了
……

一定还有点什么 。

圆 梦
□ 文/付敏琦

“神舟 ”放飞了 ，作为一个航天人我感
到无比的骄傲 ！

从夸父逐 日 到嫦娥奔月 ，中华民族曾
怀有过多少美丽的航天梦想？壮丽而浩瀚
的太空曾让炎黄子孙产生过多 少 向往与
追求啊。如今“神州五号 ”和
“神州六号”飞上太空实现了
中 华民族世世代代 的 梦想 ，
作为一个航天人我多么为祖
国 ，为时代而骄傲啊 ！因 为 只
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可能
作出这样伟大的创举 ，创造
出这样惊世的奇迹 ！

作为一个航天人 ，我骄傲 ，因为我也曾
为她也付出 了无数的努力与汗水。虽然我
只是沧海一粟 ，对航天的贡献小之又小 ，但
心 中 那份神圣 的 执着 与追求却是最真诚
的 。为了航天 ，我们付出 了最真挚的情感和
年华 ，甚至两代人的痴情。记得童年时母亲
曾经述说过的航天梦 ，为 了那个梦想而刻
苦学 习 努力想上大学 的故事 。虽然 ，如今这

故事已很久远很久远了 ，但幸运的是母亲
的梦能在我身上延续 。三十年 ，记不清多少
次心情激动与航天共鸣 ，魂牵靶场 ；也记不
清我负责的发动机零件交付了多少批。但
当 我看见 自 己 的作品——那硕大的喷管呼

啸出火焰 ，将航天员送上
太空时就抑制不住心中 的
惊喜和 自 豪。火箭的狂啸
仿佛使我们的心也永远地
澎湃 ，永远年轻 ，再为航天
事业奋斗至死而不悔。在
这个令中华民族无比振奋

的时刻 ，当看到 自 己 当 年亲 自 参加的研制
成功 ，并将杨利伟和费俊龙 、聂海胜送入太
空时 ，幸福就像热浪涌上心头 ，曾经的艰辛
与拼搏都化作了最美的笑颜 。

人生更有几回搏？作为一个航天人我
们付出 的是汗水和艰辛 ，但我们也是无比
幸运的 ，因为我们的命运和祖国 的航天事
业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将继续努力拼博 ，去
实现中华民族更灿烂 、更伟大的航天梦想 ！

校
园
之
歌

□
文
/
张
萍

教 室

孕 育 人类 文 明 与 进 步 的 殿 堂

所 有 的 伟 人都 从这 里 诞 生

黑 板

肥 沃 的 黑 土 地上

生 长 着 代 代 相 承 的 希 望

讲 台

世界上 最狭 小 的 舞 台

上 演 着 人 类 最 大 的 节 目

讲 桌

永远 地谦逊地 立 着

是 一 座 无 字 的 丰 碑

中 国瓷器

一鸣惊人的 背后

7 月 13日 ，在伦敦举行 的佳士得 “中 国 陶 瓷 、
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 ”拍卖会上 ，一 只绘有鬼谷
下山 图 的 中 国元代青花罐以 1568.8万英镑 （折合
人民币 2.3亿元 ，折合美元 2770多万元 ）的成交价 ，
让这件中 国 瓷器成为全世界最昂 贵 的 陶瓷艺术品
和亚洲最昂贵的艺术品 。这一消息立刻让收藏界为
之一震。此前 ，中 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最高记录为
930万美元。中 国文物艺术品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上

“三级跳”的升幅意味着什么？值得藏界关注 。
这件高为 27.5厘米 、直径 33厘米 的 元代青花

鬼谷下 山 图罐 ，被一位华尔街企业家买走 ，华人藏
家虽然失之交臂 ，但它毕竟以 2770多万美元 的身
价步入了世界顶级艺术品行列 ，正如一家外国媒体
在报道中所说：“这是中 国人的骄傲 ，也是亚洲人的
骄傲。”

世界重新 审 视 中 国 瓷 器

这只青花罐 ，原是一位荷兰收
藏家家传的藏品 ，是其祖父于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 间 驻北京时购得的 。
这只元青花罐由 于曾经仅被估价为
2000美元 ，便被主人当作盛放 DVD
光盘的坛子使用 。今年初 ，佳士得派
人到这位荷兰收藏家家中 ，重新“挖
掘”出这只青花罐 ，并于今年 5月 13
日 随拍卖会在北京预展时 ，又被专
家重新估价时称 ：有望达到 1000万
美元 ，而此前中 国瓷器的全球最高
拍卖价仅为 580万美元。两个月 后 ，
这只元青花罐果然不负众望 ，竟以
2770多万美元成交 。从 2000美元到 2770多 万美
元 ，这说明 ，中 国瓷器热度之高 、升值之快 ，确实是很
多人始料不及的 。

伦敦佳士得中 国陶瓷及工艺品主管希利表示 ：
“ 我估计他们 （买家 ）认为这个青花罐甚具价值 ，但
不至于到这个水平 ，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至
于这只青花罐为 什么能拍 出 天价 ，专家认为 ，是多
种因 素促成的 。其一 ，它贵在是元代的东西 ，距今已
700年 了 ，品相完好 的存世 已极少 ，又产于 中 国青
花瓷器鼎盛的时期 ，它代表了青花的最高水平 ；其
二 ，贵在有人物 、有故事 ，鬼谷下山讲的 是春秋战国
时期 ，鬼谷子下山 助其弟子孙膑 ，为 齐 国解除燕 国
之围 的故事 ，现存类似的有人物故事的青花瓷器 ，

已被记载 的 只有 7个 ，保存在世界各国几个知名博
物馆里 ，这是唯一能流通的第 8个 ；其三 ，这只青花
罐所绘图案精美 ，人物刻画细腻传神 ，可以肯定 ，这
是当 时的画家所绘 ，而非出 自 工匠之手 。

中 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李辉柄认为 ，该瓷罐应制作于元代后 期 ，这类瓷器
国 内 传世品极少 ，墓葬 出 土 也 不 多见 ，像 “鬼谷下
山 ”这样绘有故事情节的就更少 。这是因为元朝时 ，
景德镇生产 的这种瓷器本身数量就不多 ，而且大多
用于出 口 。他认为 ，但很难说这只青花罐是全世界
最值钱的瓷器 ，这是因为竞拍中 的价格有很多人为
的原因在里面 。

天 价 的 意 义

香港收藏家吴先生说：“没想到 中 国珍宝这么
快就有了 国际顶级艺术品 的身价 ，也奠定了 中 国文
物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这次佳士得伦敦拍卖会之前 ，有一 些 中 国
内地和台湾的藏家跃跃欲试 ，希望夺回 国宝 。内地
藏家 由于经济实力有限 ，有几位原打算集体购买 ，
终因操作困难无奈放弃 ，而台湾几位藏家则是以协
商 的方式 ，把 “夺宝权”“礼让 ”给了 开设有 “陈氏博
物馆 ”的 陈得福 ，由 寒舍公司 总经理王定乾代表 陈
先生出面竞标。王定乾颇有感慨地对媒体说：“有幸
恭逢其盛 ，参与 竞标。虽 以华人最高标（1000万英
镑 ）失之交臂 ，憾失国宝 ，但虽败犹荣……其中所代
表 的意义 ，不仅是中 国文物创下世界 （瓷器 ）最高价
格 ，而更象征着 中 华文化的艺术价值与 内 涵 ，受 到
国际人士的尊崇与肯定。”

然而 ，中 国瓷器创出天价的 内在动因 是什么 ？
天价究竟能说明什么？王定乾认为：“天价记录凸显
中 国热势 已难挡。在天价鼓舞下 ，收藏中 国艺术品
的全球藏家将纷纷拿出压箱宝 贝 ，未来中 国艺术品
拍卖市场精品可期 。此举也势必将带动其他中 国艺
术品跟着水涨船高。”

专家分析认为 ，从内在 因 素看 ，由 中 国经济快
速发展催生的 中 国文化热 、中 国热现象 ，是促使收
藏家们看好中 国艺术品 的根本原因 ，也是天价形成
的 内在动力 。从外在因素看 ，中 国艺术品价格攀上
一个新台阶 ，与全球艺术品市场价格进入新一轮上
升周期不无关系 。

纽约艺术品价格网 ，在对全球艺术品市场价格
变化进行了多年的观测和研究后认为 ，如今的全球
艺术品市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攀升 ，预
测到 2005年底 ，全球艺术 品 市场价格将创造 自
1990年 以来的最高纪录。去年在纽约拍卖行成交
的毕加索《拿着烟斗的 男孩》的 油画 ，成交价为 1.04
亿美元 ，创下此画最高易 手价 ，也成为 世界上最贵

的一幅画。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价格将要大幅飙升的预
期下 ，同股票市场一样 ，买涨不买跌的心态 ，也会促使
艺术品投资人继续追涨。也就是说 ，中 国艺术品赶上
了这一波全球艺术品上涨的浪潮 ，还会有一批类似元
青花罐这样的 中 国艺术珍宝 ，被推上顶级艺术品 的高
度 。

中 国 艺 术 品 必然 价值 回 归

收藏界从来都是以实力说话。20年前 ，亚洲四小
龙之一 的韩国 ，在金融危机之前 ，韩 国人购买本民族
的文物时 ，出手都很阔绰 ，起手 的价码比我们高出 10
倍。例如 ，中 国古代瓷器无不令世界倾倒 ，别说元 、明
的青花瓷 ，就是康乾时代 的瓷器 ，曾经在欧洲王室眼
里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但就在此前 ，世界上最昂
贵的瓷器却是一件韩国古瓷 ，其成交价为 800多万美
元 ，而此前中 国瓷器的拍卖最高价仅为 583万美元 ，
即纽约朵尔拍卖公司 于 2003年 9月 16日 拍 出 的 一

件元代青花朝圣龙纹扁壶。此前 ，中
国 文物艺术品拍卖 的最高记录 ，是
由 一只西周青铜器 ，在 2001年纽约
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 ，以 930万美
元创造的 。因此 ，两年前就有人预
测 ，中 国文物收藏品的未来价格 ，至
少还有数倍的上涨空间 。

近两年来 ，随着我 国收藏者队
伍的迅速扩大 ，中 国买家在国际艺
术品拍卖市场上 开始频频出 手 ，所
瞄准的 目 标物都是我们祖先的 “中

国制造”，这是促使中 国文物艺术品
迅速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 。

2003年 9月 的纽约朵儿拍卖会上 ，有几件中 国
明代瓷器 ，其竞买者 中有一半人来 自 中 国 。据德国纳
高拍卖行的统计 ，买家队伍 中 有 5成是 中 国人 ，他们
的购买力 占拍卖总额的近 3成。近年来 ，各国拍卖行
拍卖 的亚洲艺术品 中 ，中 国艺术品 占 70%，而几年前
则是 日 本艺术品 占 70%。这种变化 ，让世界看到了 中
国买家正在一天天增长的实力 。

有人估计 ，中 国经济在以后 的 10年内若是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 ，中 国艺术品精品 的价格将有大幅的上
涨。综观世界各大艺术派别 的作品 ，已经被投资人轮
番炒作过 ，特别是在 1990年艺术品价格被推上前所
未有的高度以后 ，市场经过 10几年酝酿 ，中 国艺术品
这个古老的 “新品种 ”一旦登台亮相 ，它带给世界的活
力 ，谁又能低估？

（ 李 文 玲 ）

元 青 花 鬼谷 下 山 图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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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人们对元瓷的深入研究
与收藏热的升温 ，人们对元瓷的青睐
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 ，但元瓷似
乎很神秘 ，市场上仿品又这么多 ，究竟
怎么来辨伪 ？

■元代青花瓷的胎质 白 ，重而坚 ，
器壁较厚 ，大器较多 。由 于含杂质多 ，
胎上大多有铁褐色小点 。器底不施釉 ，
称之糙底或砂底 ，在糙底上呈有红色
斑 ，俗称火石红 。大盘盘口 有采用菱 口
的 ，凤形壶与八楞缸为特有造型 ，只有
元代才有 。

■ 元瓷 白 釉泛青色 ，釉质虽莹润 ，
但常有积釉处 ，积釉有时如泪痕 ，青花
常有晕散现象 。

■ 元 青花大 多 为 宽 而较矮 的 圈
足 ，一般器底 、盖内 不施釉 ，器胎轮旋
纹粗糙 ，接合处有明显凸起接 口 。

■青花发色有浓艳 、淡雅 、青灰三
种 。浓艳是用进 口 苏泥勃青料 ，淡雅是
进 口 料与 国产料混合使用 。相 当部分
的青花烧成后有黑色斑点且较深 。

■元青花纹饰繁密 ，层次较多 ，通
常说是 “满画”，这是元至明特有 的绘
画技法 。

元青花因传世少 ，因而身价很高 ，
故市场上历来赝品满地。大多数赝品
器底的火石红做成深橘红 ，釉面稀薄 ，
有过分晕散 ，画意呆板等 ，只要多看 ，
便能辨别 。　（常 福 全 ）

钧 瓷鉴赏 与 收藏

20世纪 70年 代 钧 瓷 的 特 征是 什 么 ？

激进 阶 段 70年代初期 ，由 于受反对
“ 反动权威”、“造反有理”的思想影响 ，一批
钧瓷界颇有建树的老艺人被停职离岗 ，甚
至挨批挨斗 ，造成了钧瓷业发展的停滞 。反
映在钧瓷装饰上 ，更多 的是将吉祥美满的
龙凤装饰排斥在外 ；在釉色上 ，追求祖国 山
河一片火红 ，排斥天青 、豆青 、天蓝 、月 白等
清雅的格调 ；在造型方面 ，追求 日 用 品 、实
用品 ，反对欣赏审

手工制作 ，使用模具 ，大量进行注浆式生
产 ；在产品风格方面 ，缺少了前期灵动透活
的宋钧神韵 ，显得凝重 、古拙 ，接近元钧风
格 ；尤为可喜的是钧瓷业从业人员急剧增
加 ，由数十人的师徒形式 ，扩展为省办地方
国营瓷厂 、县办工艺美术一厂 、工艺美术二
厂等 3家近 3000人的企业 。

市 场 化 阶 段 70年代 中 期 ，钧瓷企业
精通过市场运作 ，取得了较大成功 ，产销两
旺 ，极大地提高了钧瓷的地位 ，同时带动了
神垕瓷业的大发展 ，出现了炻瓷 、日 用 瓷 、
釉彩瓷 、园艺花盆瓷 、仿古建筑瓷 、卫生陶

瓷 、仿古工艺美术陶瓷等陶瓷业百花争艳
的喜人形势 。

规 范 化 阶 段　受到 市场 的 打击 后 ，各
钧瓷厂家开始致力 于工艺水平 的提高 ，纷
纷建立健全操作工艺流程 ，如规范了各种
工艺流程 ，培训了大量技工 ，并设置了钧瓷
试验室 ，购置了仪器 、仪表。同时一些厂家
还聘请了外地艺人 、技师 ，并吸收了 南方窑
业成功的管理经验 ，进行科学化管理 。

这一时期窑业
已成熟地使用了倒
焰式窑炉 ，突破了
“ 钧不盈尺”的传统
工艺界限 ，实现了

“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的窑变境界 。尤其值
得纪念的是 1978年邓小平出访 日 本时 ，选
用了钧瓷象鼻樽做礼品 。该品采用樽的格
式 ，寓意权力和尊严 ；耳饰双象 ，取意和平
吉祥 ；整体造 型 沉雄 、流畅 ；釉 色 浑厚 、凝
重 ，意境博大宏远——时称“蛟龙藏首”，乃
钧中极品 。

（ 杨 牧 之 ）

明 清 家 具 怎 样 鉴 定
明式家具质朴简洁 、豪放

规整 ，清代家具工艺精湛 、雍容
典雅 。

明 式 家 具 以 黄花 梨 木 为
主 ，极少使用其他木材。而黄花梨木家具 ，又以
桌椅 、橱柜较多 ，没有镶嵌和雕镂 ，只有极少雕
刻 。明末清初由于黄花梨木匮乏而改用紫檀木
加工制作。紫檀木家具大件甚少 ，木材宽一般
不过八寸 ，木材材质好 ，雕刻 的 较少 ，不做镶
嵌 。据行家介绍 ，檀木木种就有十几种 ，根据不
同 的材质 ，其价格差别较大 ，最昂贵的 为金星
紫檀 。

清中期以后逐渐使用鸡翅木 、酸枝木 、铁
力 木 、花梨木等 ，而新家具大多是用酸枝木和

红木作材料。酸枝木家具 ，大件较多 ，雕刻花样
多 ，嵌玉和牙 、石 、木 、螺 、景泰蓝等 。花梨木家
具也多雕刻 、多镶嵌 ，并且近代产品多 。明及清
前期的家具式样纷呈 ，常有变化。明朝在造型
上设计出 了圈椅 、四 出头官帽椅 、圆角柜 、大画
案等。清朝在延续了明家具风格的基础上 ，又
设计出 了特有 的家具 ，如红木福寿如意太师
椅 、炫琴案 、紫檀圆凳 、钉绣墩等家具 。

另 外 ，也可以从选材 、线脚 、雕刻 、镶嵌等
装饰手法上来判断。明大量采用 硬木 制成家

具 ，更是充分利用了它的美丽花纹 。在不少
家具珍品中可以看到最好的材料通常用在
家具最显著的部位 ，例如 ：面心板 、门心板 、
抽屉脸及靠背板等部位 ，都是用美材来取

得装饰效果 。
古典家具采用生漆 、烫蜡。以含蜡 95%的

蜜蜂蜡为 宜 ，然后擦蜡打光 ，使家具表面光亮
洁净 ，边角光滑。雕刻工艺精 良 ，有创意 ，并且
用 的石料有抽象风格 ，线条优雅 ，干燥充分 ，不
怕裂。近代仿制明清家具多用 油漆代替 ，接 口
有锯痕 ，批量生产 ，用新石料 ，线条繁复 ，易 裂
易变形 ，用钉和胶粘合。明清时期的 古家具非
常沉重 ，而新家具则较轻 ，只要搬动一下就大
约知晓 。　（博 文 ）

美 的 陶 艺 作 品 ，多
为 用 具 、茶 具 、餐
具 、瓶类的产品 ；在
工艺上，渐渐脱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