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说四——这片山水这片园”展览
2022年 9月底在颐和园博物馆开展，展览
甄选展品 171 件/套，首次以文物为载体，
系统讲述以三山五园为核心的古典园林集
群在选址、营建、造园艺术、历史功能及保
护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展示“这片园林”钟
灵毓秀的山水环境、经年累月的造园历程、
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园居理政的多元功能
和方兴未艾的建设发展进程。此次展出颐和
园玉器文物19件，不乏精品玉器文物。

清乾隆刻御制诗碧玉插屏一对（图一、
图二） 碧玉质。玉质匀净、颜色墨绿。插屏
为长方形，形制规整，开料琢磨平匀。其一
为《题周臣村庄农庆图》碧玉插屏，诗文《题
周臣村庄农庆图》：“山庄无别事，惟事祝年
丰。纳稼村村急，高囷户户同。社常接鸡犬，
邻不远西东。相处农桑话，于于太古风。”收
录于《御制诗三集卷四十三》。乾隆御制诗
文原题写于明代画家周臣所绘的《村庄农
庆图》。原作周臣《村庄农庆图》据记载曾藏
于清宫之中，但踪迹现已成迷。

其二为《李士达岁朝村庆图》碧玉插
屏。诗文《李士达岁朝村庆》：“东郭还西墅，
山家接水村。春朝庆老幼，丰岁足鸡豚。三
代遗风在，一时深意存。治民无别术，饥饱
俾寒温。”收录于《御制诗四集卷四十一》。
乾隆御制诗文原题写于明代画家李士达所
绘的《岁朝村庆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插屏琢刻字体古拙秀美，屏内四边阴刻
纤细缠枝装饰；插屏另一面阴刻雕琢出房
屋村舍、人物等田野农庄图案与御制诗相
应。诗文字口和图案线条之内填涂金粉，使
诗文、图案更为清晰鲜明，跃然而出。屏芯
下配有硬木座屏。

西汉乾隆御题紫檀框蒲纹青玉璧乾卦
插屏（图三） 青玉质，插屏框为紫檀制作，

雕有海水龙纹等纹饰，正面中心位置雕刻
乾卦符号，插屏背面雕刻隶书御制诗《题汉
玉谷璧》：“玉坚土性脆，此理实易见。玉入
土多年，土蚀玉如烂。谷璧实周制，谁则强
名汉。刚斧冺玉文，望若土一片。惟土能生
谷，妙趣供绎玩。乾隆丁亥季夏御题”。璧青
玉质地，有黄色沁斑。璧体平圆，外圈阴刻
兽面双蛇身卷曲纹饰，内圈雕琢排列整齐
的蒲纹装饰，内、外圈有两圈圆形阴刻线相
隔，璧面抛光较好。

西汉乾隆御题紫檀框蒲纹青玉璧坤卦
插屏（图四） 青玉质，插屏框为紫檀制作，
雕有海水龙纹等纹饰，正面中心位置雕刻
坤卦符号，插屏背面雕刻隶书御制诗《题周
玉璧》：“围好琢嘉谷，芝纹外绕之。制随非
子执，器则实周遗。古气如可挹，土华常自
披。寸阴珍是竞，兴嗣谠言垂。乾隆丁亥夏
日御题。”璧青玉质地，有黄色沁斑。璧体平
圆，外圈阴刻灵芝纹饰，内圈雕琢排列整齐
的蒲纹装饰，内、外圈有两圈圆形阴刻线相
隔，璧面抛光较好。

清乾隆御题翠云岩青金石山景（图
五） 青金石质，色泽鲜艳，颜色湛蓝。此件
山子根据石料纹理走向雕琢成山形，山景
造型逼真，山景之上浮雕山石、松柏。正面
刻有乾隆御题诗《御题翠云岩》，诗文曰：

“叶姿枝态锁层峰，织翠流青色正浓。习习
天风拂岩落，人间烦暑觅何从。”翠云岩位
于避暑山庄宿云岩北，因翠峦掩映、满眼澄
碧，故乾隆题为“翠云岩”，定为“乾隆三十
六景”第二十六景。

清乾隆九老图碧玉方笔筒（图六） 碧
玉质，玉质匀净，颜色墨绿。笔筒为海棠式
方形，采用圆雕、浮雕、镂雕等技法在筒身
四面琢刻出山水人物等景观，呈现《会昌九
老图》，图案层次分明，呈现画境般的立体

效果。会昌九老，亦称“香山九老”“洛中九
老”，相传唐朝时，由胡杲、吉玫、刘贞、郑
据、卢贞、张浑、白居易、李元爽、禅僧如满，
九位七十岁以上的友人在洛阳龙门之东的
香山结成“九老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三月某日，他们在白居易家中（一说在洛阳
香山履道坊）聚会，欢醉赋诗，作九老诗，绘
九老图，有祝福长寿之意。

清光绪蝈蝈白菜红珊瑚花插（图七）
红珊瑚质，色泽柔美。白菜利用珊瑚天然
的枝状雕刻而成，菜叶呈左右翻卷状，菜
身的纹理是阴线勾勒的手法制成。两只蝈
蝈伏于菜叶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白菜”与“百财”谐音，有招财纳福之意。
蝈蝈为螽斯，其繁殖能力强，寓意子嗣繁
多。“蝈蝈白菜”合起寓意“国有万财，国富
民强”。

晚清鹿鹤同春人物松石山景（图八）
绿松石质，随形雕刻山形，采用高浮雕技法
雕刻松树、人物、仙鹿、亭榭，仙人手执拐
杖，立于山石之上，后跟随童子手持灵芝。
整幅画面雕刻极富层次感。鹿鹤同春是古
代吉祥寓意纹样，“鹿”谐音“陆”，“鹤”谐音

“合”，故“鹿鹤同春”又名“六合同春”，六合
指天地东西南北，泛指天下。六合同春寓意
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

清光绪福寿三多红珊瑚如意（图九）
红珊瑚质，体量较大，尺寸长50厘米，宽15
厘米，高 15.8 厘米，重量 2.6 千克，体量较
大，较为罕见。头部由珊瑚枝拼接而成，饰
双桃、蝙蝠，寓意“福寿”，如意柄雕刻桃、佛
手、石榴的三多纹，寓意“多福、多寿、多子、
长久福寿”，整柄如意都体现“福寿”寓意。
珊瑚生长缓慢，寿命甚至可达数千年，在清
代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常常被作为清
代皇室寿礼或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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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印象

沧桑历后当益壮

陈丽琼先生的治瓷之路约始于1952年。当时国家
急需具有专业学术与技能的人员，鼓励部分高中生提
前一学期毕业，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培养，学制为两年。
先生由此考入了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图书博
物馆专业，该专业由西南文教部委托开办，教师队伍
中聚集了孙海波、秦学圣等著名学者，课程包括古器
物学、古文字学、人类学、民族志、博物馆学、陈列设计
等。第二年下学期，同学们被安排到西南博物院（重庆
市博物馆前身）实习，在这里先生得到了徐仲舒、冯汉
骥、邓少琴诸先生的教诲，也赢得了博物院英俊潇洒、
学识丰富的年轻辅导老师董其祥的心。

1954 年 7 月先生毕业，先是供职于云南省博物
馆，1957 年夏又因照顾夫妻关系调至重庆市博物馆
（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并在此工作直至退休。
其间，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文博事业，经
常无暇顾及家庭，有的是早出晚归的田野发掘、有
的是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同时还坚强地承受了丈夫
董其祥英年早逝之痛和政治旋涡的无妄之灾……
终于，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世沧桑后，一个出自四
川富顺仙市镇的大家闺秀，蝶化为成就非凡的陶瓷
考古名家。

先生学养丰厚，获誉颇多。她是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副研究馆员、重庆文史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曾
任重庆恒升拍卖公司高级顾问、重庆师范大学文博学
院硕士生导师、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文物科技评估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学
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理事。先生的著
述曾分获四川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重庆市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先生胸襟开阔，具有国际视野。她认真研究流失
海外的中国古陶瓷，关注国际古陶瓷交流动态。2004
年先生应邀赴英访问，悉心考察了大英博物馆、大威
德基金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藏的中国瓷器，其中
特别关注大英博物馆藏的邛窑瓷器，为之后的专著

《邛窑系古陶瓷文化新释》收集资料；次年，先生又应
佳仕得拍卖公司邀请，赴美国纽约公司访问和交流，
并考察了大都会等博物馆的瓷器收藏。在两次考察
中，先生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与同行进行了广泛
交流，其丰富学识、矍铄精神令人赞叹不已。

先生知恩图报，因而手留余香。先生乐于奉献，曾
于2007年、2016年先后两次捐赠藏书共266册给重庆
市考古所（现重庆市考古研究院），其中不乏珍本；
2019年先生又向南通大学捐赠了包含历史考古瓷器
类书籍2000余册，古代瓷器110件，仿古瓷器60件，历
代瓷器标本涵盖 44个窑口共计 3951片，并在她 87岁
高龄时受聘为该校客座教授。

历经人世沧桑后依旧老当益壮的先生，活在当
下、活得潇洒，正可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阅瓷无数成佳作

毕业伊始，先生主要在博物馆从事文物登记编目
及文物调查、考古工作。在长期的学习与实践中，她勤
奋自律，每有所得便笔耕不辍，日积月累留下洋洋大
观的著述。据自传《陈丽琼》（2019）所录，其所撰“墓
葬、钱币及其它论著”有12篇，跨时20世纪50至90年
代；而“古陶瓷论著”及“古陶瓷专著”50篇（部）则覆盖
到 2010年。直到 2021年、2022年，还先后出版了专著

《邛窑系古陶瓷文化新释》与《长江上游黑釉瓷之韵》。
先生的著述倾心于四川古代陶瓷研究，且与宋代

重庆涂山窑结缘甚深。1975年先生参与了编撰《四川
古陶瓷史》的工作，在该书的编撰过程中，先生执着于
对涂山窑线索的不懈追踪，她从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
处找到了美国人葛维汉撰写的重庆涂山窑黑釉瓷窑
英文调查报告（1938年）；她请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
冯先铭先生到黄桷垭实地勘查窑址群（1980年），确定
其宋代黑瓷窑身份；她在得见涂山湖底众多黑瓷片
（1982年）后，下定了亲自发掘研究的决心；她专程赴
国家文物局申请重庆涂山窑的发掘经费（1983年），并
力争到先后 9万余元的专款。1982年，由董其祥先生
最早提出“涂山窑”的概念，该命名成了后来学术界的
共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通过先生与邓长新、林必忠、袁钧、董小陈等同事的辛
勤工作，涂山窑发掘取得很大成功，发现了闻名于世
的“曜变纹”瓷片和窑炉、淘泥池等遗迹。他们的成
绩被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先后报道，《人民日报
（海外版）》《光明日报》《重庆日报》《四川日报》《羊
城晚报》也分别做了介绍。1985 年先生出席了在北
京召开的“第二次中国古陶瓷科技国际研讨会”，会
上她名为《宋代重庆涂山窑的装饰艺术研究——兼
论“曜变纹”》的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
注。《重庆涂山窑》一书称“在大量考古工作的基础
上，陈丽琼先生对涂山窑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涂山窑
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2014 年，在南
岸区政协主编的《休闲南岸》一书中，先生获得该区

“名人”殊荣。
先生的古陶瓷研究中涉及重庆涂窑的著述包括：

《古代陶瓷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年）、《三峡与中国
瓷器》（与董小陈合作，重庆出版社，2010年）、《中国民
间收藏陶瓷大系·西南卷》（担任主编，河北美术出版
社，2019年）。论文《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
（《四川省史学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考古》1986 年 10
期）、《宋代重庆涂山窑装饰艺术研究》（《河南钧瓷汝
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重庆陶瓷考古
新收获》（重庆文化通讯出版，1986年）、《重庆南岸涂
山宋代瓷器》（《重庆南岸文史资料》1989年第 4辑）、

《四川唐宋时代陶瓷窑炉与装烧工艺特点》（《89古陶
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陶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重庆涂山窑小湾瓷窑发掘
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茶
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三峡地区出土的唐宋茶具》（《长江
文明》第一辑，重庆出版社，2008年）、《重庆涂山窑的
虹彩与曜变纹》（《东方收藏》2010年4期）、《重庆涂山
窑系钧釉瓷》（与董小陈合作《宋窑文化专辑》，重庆市
南岸区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之二，2011年）、《宋代时期
重庆的瓷器》（《中国地域文化·重庆卷》，中华书局，
2014年）等等。以上著述无疑奠定了先生涂山窑资深
专家的地位。

这些著述中，又以《古代陶瓷研究》《三峡与中国
瓷器》《邛窑系古陶瓷文化新释》《长江上游黑釉瓷之
韵》对古陶瓷的研究颇为深入。

《古代陶瓷研究》研究包括：重庆、四川汉代陶俑
艺术；试谈重庆、四川的古贸易瓷；浅谈耀窑黑釉瓷与
重庆、四川黑釉瓷的关系；重庆、四川唐宋时代陶瓷窑
炉与装烧工艺特点；近十年重庆、四川陶瓷考古新收
获；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重庆涂山窑小湾
瓷窑发掘报告；宋代涂山窑装饰艺术研究；重庆市荣
昌窑藏瓷器；邛窑古陶瓷研究；彭州窑的纹饰与内涵；
乐山市古窑址调查；重庆、四川古代瓷窑调查表；中国
瓷器中佛教艺术题材的摩羯纹；历代青瓷的造型与纹
饰等章节。该书可视为先生对此前四川、重庆古陶瓷
研究的集合。

《三峡与中国瓷器》包括上、下两篇，上篇“长江三
峡出土的历代瓷器研究”所述含三峡出土的东汉、三
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三峡与涪江
出土的宋元瓷器，三峡出土的元、明青花瓷器。下篇

“长江瓷（窑）系研究”，包括了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
调查收获、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再论邛窑外销陶瓷、
三峡地区出土的唐宋瓷器与茶文化、达州窑的调查及
其与耀州窑的关系、重庆市巴县宋代清溪瓷窑址、略
论元初首选景德镇设“浮梁瓷局”、建水窑址调查与探
讨、论靖江藩王墓出土的青花摩羯纹梅瓶、三峡水路
交通与瓷器贸易等。文末亦附录“中国瓷器发展概
览”。该书可谓先生对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出土瓷器和
国内部分著名窑址的专门研究。

《邛窑系古陶瓷文化新释》“上篇”包括自然环境
与人文因素、邛窑的发现与研究、邛窑系的发展概要
共三章九节。“下篇”含传承文化创新艺术、丝绸之路
融合中西文化共两章十三节。“附录”则为著名学者研
究邛窑古陶瓷的有关著作与贡献简述。该书既是作者
对邛窑长期研究的总结，又是对学界相关研究的悉心
梳理。耿宝昌先生称该书“全面回顾了邛窑的发现与
研究历程，对邛窑系的传承发展和文化艺术进行了全
新的解读，为邛窑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了一些新资
料。”（书序）同年 12月 17日，该书出版座谈会在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会上成渝两地文博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共话邛窑的前世今生及未来。

《长江上游黑釉瓷之韵》主要包括三大部分：1.黑
釉瓷发展历程。2.上篇“长江上游川渝辖区黑釉瓷概
述”含两个部分：（1）重庆辖区黑釉瓷特点：历史悠久、
规模庞大的涂山窑；传承与创新的清溪窑；涂山窑系
的沙岚垭窑；绮丽蓝兔毫纹的昌州窑；印花工艺优美
的合州窑；黑釉白釉合烧的黄门窑。（2）四川辖区黑釉
瓷的亮点：悠久神奇绚丽的西坝窑；融南北瓷文化的
达州窑；传承创新发展的金凤窑；简朴盛产的青神坛
罐窑；融南北精华奇葩绽放的广元窑。3.下篇“黑釉
瓷文化研究”，包含宋代涂山窑装饰艺术浅谈；试谈耀
州窑与川渝黑釉瓷的影响；试论重庆、四川的古外销
贸易瓷；曜变纹的研究；浅谈油滴、兔毫、鹧鸪斑、玳
瑁、窑变纹的形成；两宋诗词咏瓷茶盏摘录等。该书主
要着眼于对长江上游地区黑釉瓷的梳理与研究。

先生的大作用心良苦，可谓“十年磨剑”。诸书立
足川渝、特色独具，越往后研究越广、体会也越深，凝
聚了陈老师与其儿子们两代文博人的心血。

倾心育人传薪火

先生教书育人堪称为人师表。以文博为事业的
她，除了对本单位年轻人悉心地传帮带，还常常利用
周末帮助其他爱好者。数十年来先生通过课堂教学、
指导研究生、学术讲座、家庭课堂等多种方式，培养了
不少人才。

先生在四川大学授课是1981年孟夏，应该校历史
系邀请为78级考古专业讲授《中国陶瓷史》，历时一月
有余，甚受学生欢迎。为此，史学泰斗徐仲舒教授亲自
设宴致谢。

先生从 2004-2006 年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
博学院聘为硕士生导师，前后有三届、共5位同学在其
指导下进行了古陶瓷研究，并顺利完成毕业论文，为
他们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先生于 2018年 1月为南通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
学术论坛做了题为“明清瓷器文化对世界瓷文化的传
播与互动”的讲座，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于2019年受聘
为该校客座教授。

先生的弟子还包括不少对古陶瓷感兴趣的社会
人士，其学生除文博界、高校外，还不乏公务员、医生
等。退休后，先生常于周末在自己家里义务为大家开
课，虽然学生来路不同、年龄相异，她都一视同仁、循
循善诱、诲人不倦。

先生的家庭课堂永远是热闹的，除了老师讲授
外，还让同学们面对实物讨论，该方法使大家收获良
多。在先生家上课，往往还是老师管饭，说是为了“不
耽误学习”。于是，同学们对家庭课堂的记忆便不只是
知识，还有美味。

时至今日，90后的陈丽琼先生依旧精力充沛、红
光满面、仪态优雅，身心状态令人赞叹。我寻思，在追
求事业卓越的路上，能真正达到大成的往往只有少
数，先生无疑是我国“治瓷”路上的佼佼者；其于人生
境界、于工作态度、于教书育人、于事业成就，都是我
的榜样。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曾经在建馆之初由
苏南购得一批清末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手札，
其中笔者见过 3件李鸿章分别写给清直隶
清河道道员陈鼐、清湘军宿将陈湜、清驻外
公使刘瑞芬的信札，其中信息颇值得玩味。

李鸿章致陈鼐书札（图一） 4页，白色
八行笺，红丝栏，行书 32 行。分别纵 23 厘
米，横 12 厘米。装裱为镜片。文：“作梅老
兄同年大人手足，数月不得音问，渺不知
其所之……”

此札为李鸿章中年书作，其间李氏尚
幕于曾国藩大营，正全力协助曾氏与太平
军作战。信中谈到两军战况，谈到大营中的
各种人事关系以及家庭琐事。此札行书密
密匝匝，本于二王，掺以苏米，因情就事，起
伏跌宕。

陈鼐（1813-1872），字作梅，号竹湄，江
苏溧阳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道光二
十七年（1847）进士，同年进士有李鸿章、沈
葆桢、郭嵩焘等，号为“丁未四君子”。由翰
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曾国藩任直隶总督
后曾专折奏调陈鼐到直隶，称陈鼐“近年办
理粮台，论事务持大体，观人尤具特识”，可
以“匡臣不逮”。1870年曾国藩在返任两江
总督时，采纳李鸿章建议，联衔奏保陈鼐补
授直隶清河道实缺，署按察使。卒于官，附
祀保定曾文正公专祠。

李鸿章致陈湜书札（图二） 2页，粉色
八行笺，乌丝栏，行书 13行。分别纵 23.5厘
米，横 12.7厘米。装裱为镜片。文：“舫仙尊
兄大人阁下：初五复函计达台览，顷间两奉

惠示，绥德老湘营业经寿卿剿抚大定，实深
欣慰……”

此札约作于同治年间，内容为李鸿章
了解绥德老湘营兵变之事。其时李氏四十
余岁。此札笔法谨严，结字方正，运笔方切
入纸，转多方而势不外露，气贯通篇而无一
字有上下牵连之笔，深得二王三昧，又受董
其昌影响。不见一笔清末小文人追求的所
谓金石味之粗野气，亦不见馆阁之柔弱。

陈湜（1832-1896），字舫仙，湖南湘乡
人。咸丰六年（1856）参加湘军，从曾国荃与
太平军作战。由道员累官至陕西按察使，后
统领南洋水师，总湘、淮诸军营务。甲午战
争结束后，擢江西布政使，光绪二十二年
（1896）卒，赠太子少保。

李鸿章致刘瑞芬书札（图三） 2页，粉
色八行笺，红丝栏，楷书10行，行书2行。分
别纵 23.5厘米，横 12.5厘米。装裱为镜片。
文：“芝田仁弟大人阁下，仲冬既望，甫泐复
缄，旋接初二日惠翰寄到。丽芬观察代合丸
药并函均已收悉……”

此札作于光绪年间，李鸿章谈及薛福
成进京，太后病愈；并对曾纪泽电报中提及
的中俄谈判中减少赔款之事感到安慰。此
札正文楷书为代笔，仅最后两行为李鸿章
手迹，尽显其晚年刚劲苍茫的笔势。

刘瑞芬（1826-1892），字芝田，号召我，
安徽贵池人。少年读书，太平天国战争后投
奔曾国藩，后入淮军。光绪二年（1876）代理
两淮盐运使，后任苏松太道。光绪十一年
（1885），刘瑞芬受命出使英俄等国公使，授

太常寺卿，迁大理寺，仍留任公使，改驻英、
法、意、比等国家。光绪十五年（1889），回国
任广东巡抚。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任所。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
（一字子黻），号少荃、少泉，晚年自号仪叟、
省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道光十八年
（1838）进 士 ，李 鸿 章 亦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1843）进士，由庶吉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
士兼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参与清
政府关于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
措，成为晚清朝廷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他
所统率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充当国防
的主力军，创建北洋海军。以其为领袖的淮
系集团，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洋务运
动”最重要的力量。

李鸿章前半生功在军旅，后半生功在
外交、洋务。可以说是个日理万机的人物，
但文献记载他案头常备二王法帖，“案上置
宋拓兰亭，日临摹百字”，每日必临写几页
纸。想必是受其恩师曾国藩的影响，曾大帅
文韬武略，尤其读经制文，几成一代圣人。
李鸿章出其门先改了睡懒觉的习惯，因为
曾氏讲：“做人从早起起。”又戒了浮夸冒
进，曾氏长于翰墨必然影响到李鸿章。李氏
传世作品较多，尤以楹联、手扎为多见，长
于行书，得二王风貌，笔墨劲健沉厚，非一
般词臣可以比拟。无官僚之庸俗气，无小文
人之弱气。倒是有点像其恩师，笔墨间似存
了点杀伐气。代表作品有收藏于合肥文管
处的《行书信札册》、桐城博物馆的《行书七
言联》等。

陈丽琼先生的治瓷之路
邓晓

初识陈丽琼先生还是1981年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她给考古专业开了一门《中国陶瓷史》，时间一

月有余，其间还带同学们前往彭州参观古窑遗址，我虽学的是历史，却喜美术考古，这次学习让我有幸

“碰瓷”。两年后就职于重庆师范学院的我收到了先生的一封信，她兴奋地告知南岸涂山窑的发掘概

况，并邀我前往参观。由此，先生的“治瓷者”形象进一步印入了我的脑海。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藏的
三帧李鸿章书札

张耕

“园说四——这片山水这片园”
展览中的精品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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