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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美

生存繁衍是吉祥艺术最常表达的主题，而生
命的传承延续又有赖于阴阳交互化生万物，才能
永生不息。人们将自身生命繁荣的希冀推演到了
万事万物上，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牲畜繁茂，大
到日月山河，小到瓜果桃核，吉祥艺术以千百种
方式歌颂生命，尽情宣扬生命的朝气，共同至美。
展览“生命之美”单元展示的文物显现了生子、结
婚与寿诞有关的吉祥图像，尽情宣扬生命的喜悦
朝气。

金黄色“牡丹莲花童子”绫残片（图1），宋
代，湖南博物院藏，纵44厘米，横45厘米。绫残片
的织纹为童子嬉戏于枝繁叶茂的莲花、莲蓬与牡
丹之间，画面热闹喜庆，“莲”与“连”谐音，舒卷开
放的牡丹、莲花与童子组合的纹样有连生贵子，
多子多富贵的寓意。

银鎏金“桃花双鸾”脚簪（图2），元代，1992
年攸县丫江桥乡河源村老屋场出土，攸县博物馆
藏，横16.7厘米，重11.6克。簪首是由饰片和衬片

两枚鎏金银片合成，饰以双鸾的一俯一仰抱合为
团窠式的造型，装饰山茶与桃花。团窠式造型的
来源可以追溯到辽，宋金时代的各种工艺也常见
这样的构图，而双凤合抱式团窠，元人以“倒凤颠
鸾”为形容，而赋予其两情谐好之寓意。

竹雕“寿星”摆件（图3），清代，衡阳市博物
馆藏，纵 54.2厘米，横 14厘米。竹雕寿星头顶隆
突，眉如弯月，面带微笑，长须飘飘，衣褶流畅。右
手持杖紧贴头部右侧，左手握寿桃从胸前环抱至
右肩。腰系宝葫芦，跨坐于鹿背。鹿站立于山石之
上，口衔灵芝仙草。竹雕集高浅浮雕，透雕技法于
一身，人物形神兼备，充满逸趣。

崇德乐业

在数千年农耕岁月的演递中，百姓将“耕读
第”“耕读传家”作为家训，代代相传，体现了崇德
乐业、勤以立身的处世智慧。进则出仕荣身,兼济
天下，退则居家耕读,独善自身。湖南民间更是有

“山是爹爹水是娘，渴了饿了去一趟”的俗语，形

成了一种“伸手讨不如反手抓”的积极进取、自力
更生求发展的精神品质。“崇德乐业”单元展示民
间常见的赞颂品格修养、鼓励子孙努力求取科举
功名与财富地位的吉祥图像为主题的文物，展现
民众处世之道的智慧。

白玉雕“耕读图”圆形饰件（图4），明代，长
沙博物馆藏，厚0.7厘米，直径7.1厘米。玉饰正面
雕琢一人端坐于亭阁之下，潜心读书。另一人头
戴斗笠，手扶犁耙辛勤耕作。背面浅浮雕篆书“耕
读”二字，与正面主题相呼应，展现了明代耕读两
相宜的生活画面。

红绸绣“状元郎打马游街”门檐（图5），清
代，长沙博物馆藏，纵31厘米，横50厘米。红色锦
缎中心绣状元郎骑白马，鸣鼓开道，随从前呼后
拥，有的抬着插有三戟的宝瓶，有的扛幡旗、举灯
笼、抬葫芦、放风筝，有的抱石榴、佛手与寿桃，喜
气洋洋，童真朴拙，表达了人们祈求子孙满堂且
能科举及第、光宗耀祖的美好愿望。

蓝缎绣“吉庆有余”帐檐（图6），清代，湖南
湘绣博物馆藏，纵37厘米，横102厘米。帐檐绣如

意博古纹，花几与三多纹，花瓶与盛开的牡丹，双
鲤悬挂门中，蝙蝠、如意穿插其间，寄托了人们对
多子多福、富贵荣华、加官晋爵的美好愿望。

天地人和

天地间万事万物都蕴含着生机与妙趣，呈现
千姿百态之美，人作为万物之灵，与山水相依，与
自然亲近。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形成向北开口
的马蹄形盆地，北部地区与不断南下的中原传统
文化相互交融，湘西南地区的大山深处，遗存有
多种少数民族的信仰，互容并存。百姓所创造的
吉祥艺术以自然观照自身，观物取像，在传统文
化里选择、接纳与同化，在崇山峻岭的多民族间
流动、吸收与融汇，在古往今来的岁月中传承、演
变与创新，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天地人和”单元
通过探讨人与自然宇宙时空的关系，来讲述吉祥
艺术在今天人们生活中的传承。

红缎绣“瑞兽送福”枕顶（图7），清代，桃源
地区收集，纵 38厘米，横 38厘米。枕顶为湖南桃

源地区所制，瑞兽造型奇特，姿态夸张，与绿叶红
果组合在一起，生趣盎然。纹饰分别为瑞兽与杏
子，“杏”与“幸”谐音，寓意瑞得百幸；瑞兽与佛
手，“佛”与“福”谐音，寓意瑞来百福；瑞兽与石
榴，寓意瑞生百子；瑞兽与寿桃，寓意瑞有百寿。

缠枝“杂八宝”金手镯（图8），元代，纵 2.1厘
米，横17.1厘米，1984年长沙市火把山出土，长沙
博物馆藏。手镯上下两侧錾刻阴线，中间内凹将
手镯分为两层，上层压印缠枝花，下层为火珠、银
锭、犀角、元宝等杂宝纹图案，空隙处装饰细小方
格纹。纹饰高俊，线条粗犷，具有元代工艺的装饰
风格。

瑶族动物纹挑花裙（图9），民国，湖南湘绣
博物馆藏，邵阳隆回瑶族，纵 68 厘米，横 114 厘
米。挑花裙为邵阳隆回地区所制，采用结构繁密
的对称构图，上两层主题纹样似野猪或麒麟，再
以填心花的技法，以瓜果、花叶、动物等几何化的
纹样填充，呈现花中有花的艺术效果，有“求全”
的巧妙匠心。挑花裙下方有对称的似犬纹饰，向
人们昭示了久远的盘瓠崇拜。

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藏有一批颇具
特色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器，其中以“桃
花仕女”最为典型。我国自古以来便有仕女画
或称“美人画”，其成为瓷器装饰是从明末清初
开始的，世人皆以清康熙时期的仕女最美。

粉彩瓷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主流品种，“桃
花仕女”亦是粉彩瓷器中的常见纹饰。“桃花仕
女”亦称“桃花美女”，最早取材于唐孟綮《本事
诗·情感》。博陵崔护清明时郊游，口渴讨水。一
美貌女子以杯端水至，依在桃花树下看崔饮
水。次年再访，物在人去，慨叹不已，于门扉上
题绝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来许多
文人喜绘桃花美女图。

晚清民国时期“桃花仕女”最为繁荣，据相
关资料记载“桃花仕女”始烧于清中晚期，流行
至民国，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桃花仕
女”图来源于生活，其图案常有一株或数株桃
树，树上有桃花，桃花不须墨线以点点粉红色
渲染，成团成簇而浓淡雅致，映衬着花下的仕
女们，她们多坐姿，或坐石依栏小憩，或观花扑
蝶，或琴棋书画，或教子……地上有小草，有一
块或几块假山石，环境常为深宅大院的一角。
无论怎样的生活小景，她们均有着相似的神
态，清眉细眼，削肩细腰；一般配诗文书句如

“美色正清华”“美人如玉”等。
民国粉彩描金仕女瓷碟（图1），口径 17.3

厘米，底径 4.2厘米，高 1.6厘米，花口描金，弧
腹，圈足露胎。此盘胎体洁白细腻，露胎处沾有
窑渣。口沿描有金彩，盘心彩绘一仕女，其身后
立一山石。山石右侧种一株桃树，桃枝斜倚而
出，花朵竞相开放。左侧摆放一花盆，花盆里种
有绿植。仕女前方有一簇小草。整个画面气氛
闲适惬意。

清粉彩仕女排耳瓷瓶（图2、3），口径20厘
米，底径 20厘米，高 61厘米，撇口，排耳描金，
一只耳残，直颈，溜肩鼓腹，腹部以下渐收，圈
足底。胎体洁白，正面彩绘仕女图，背面墨彩提
书。正面图中一对仕女发髻高耸，青丝簪花，素
妆清艳，面目清秀。左边仕女颦眉低看，肩背竹
竿，杆上吊一花篮，篮中摆放着寿桃、菊花等
物，中间有一鹿，做抬头状。右边仕女手持拂
尘，侧首回眸，好似在与同伴对话，抑或同赏园
景。均腰系黄色丝绦，袖袂滚边装饰，衣褶经风
吹起，衣带飘飘。画面上桃花盛开，其枝干由山
石横斜而出，老枝如铁，新枝如刺，穿插有致。
桃花如珠如玉散落枝头，暗香浮动。背面腹部
用墨彩书“麻姑迷醉仙界地，寿禄于天享荣华。
仿六如之法笔意书于珠山客次，江西黄出品”。
作者以墨彩简单勾画山石的轮廓，复以青绿彩
料敷染山石、树叶、苔草，构图布局疏密有致，
清新脱俗。中国古代将鹿视为瑞兽，有“千年为
苍鹿，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之
说，与菊花、桃花合绘有祝寿之意。

民国粉彩仕女罐（图4、5），口径9厘米、底
径 12.5 厘米、高 14 厘米，腹 15 厘米，圆唇，直
口，深腹，束腰，近底处外侈，平底。此罐胎体洁
白，胎骨坚实，造型别致。一面绘庭院一角，有
栏杆围绕。围栏内有三个仕女，中间一仕女梳
高髻，坐于石凳之上，手执书卷，正全神贯注诵
读，身旁有一株桃树斜倚而出，桃花朵朵。左侧
仕女手持鲜花，右侧仕女手捧化妆盒，整个画
面闲适静谧。另一面书“美色正清华”诗句，寓
意正是美好的时光。此图人物圆润丰满，开相
古媚，设色以墨线勾勒轮廓填以青、紫、黄、红
各色，使之更为醒目。

“桃花仕女”用通俗易懂的叙事手法描绘
优越富足人的内宅生活，打破了当时被圣贤典

故、宗教神仙等题材一统天下的瓷绘人物画局
面。晚清民国桃花仕女题材多于过去任何时
期，此变化是由审美文化变动带来的。下面简
单谈一谈“桃花仕女”流行的原因：

18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国势渐微，官窑的
发展日趋衰退，世俗文化开始占据审美文化的
主流。晚清民国时期，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
变得窘迫，削弱了对审美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
商人、农民、工匠的地位因商品经济的繁荣而逐
步攀升，同时市民阶层成为新兴势力，故这一时
期的审美更世俗化、大众化。

晚清民国时期资本市场的繁荣，西方文明
的传入，传统与科技的碰撞以及帝制的废除，
官窑的停烧、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让陶瓷生
产不可避免地走入世俗，走入生活。由此发生
巨变的审美文化编织了“桃花仕女”繁荣的大
背景。

“桃花仕女”通过对传统仕女人物和花卉
的程式化构图来表现俗世民情。实用为主的

“桃花美女”瓷器以描绘殷实家宅的庭院小
景，以闲做读书、赏花嬉戏和教子等为主题，
画面人物或端坐，或侧立，或斜倚着山石，同
时把门窗、栏杆、山石、小草等依远近主次刻
画出来，增强生活气息。这些仕女们表情恬
静，仿佛身处太平盛世一般，一定程度上带有

“乱世避秦”的暗喻。据相关资料记载“桃花仕
女”瓷器多为日用器，并作为“婚嫁瓷”被民间
市场大量需求。其造型繁多，有壶、杯、盘、瓶、
文具、帽筒、盖碗、面盆、水盂、花盆和各类团
罐、盖罐等。

晚清民国粉彩“桃花仕女”瓷器呈现出传
统中国画的韵味，其中对现实生活的鲜活期盼
仍让百年后的人们得以遥想“家家绘桃花，户
户绘美人”盛况。

毛树棠楷书七言对，清，纸
本。每条纵 187.5 厘米，横 36.6
厘米。1991 年 8 月 15 日焦作市
公安局移交焦作市博物馆。释
文：十年揩洗见真妄，万象纵横
不系留。款识：三舅大人命书，
甥毛树棠。钤印：毛树棠印（白
文），芾村（朱文）。

毛树棠 (1780-1845)，字荫
南，号芾村，清中期名臣，今河
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人，学以宋
儒为宗。据《武陟县志》载，毛树
棠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
士，授编修。清道光四年（1824）
大考，名列一等二名，晋侍读、
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詹事府
詹事，署宗人府承，转内阁学
士、礼部侍郎、户部右侍郎、总
督仓场。并任广东乡试正考官，
阅朝考拔贡卷，阅复试进士卷。
晚年以病告归，卒年六十六岁。
著作有《沁善堂文集》等。工于
书法，无论草书、行书、楷书均
有极高水平，是清代中期著名
书法家，其楷书方正严谨，其行
书圆润飘逸，神韵十足，力透纸
背。其书法传世最著者为小楷《小园赋》，用笔精
到，融晋、唐法度于一炉，既有晋楷之端庄简爽，
又有唐楷之婀娜多姿，方严不失婉雅，质朴而又
秀逸，从容优雅，如晶似玉，虽难越馆阁体之藩
篱，但也是别有风味。

“三舅大人命书”，三舅是指吴臣清，在朝任
职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毛树棠的外祖父吴纯仁，
出身于温县世家大族，系清代乾隆时期的名臣。
据毛树棠亲自撰文、著名书法家郭尚书丹的吴纯
仁墓志（现藏焦作市博物馆）记载，乾隆二十六年
（1761）温县大雨，黄河决口，吴纯仁投身效力河
工叙劳出仕，先后历任大同府同知、湖南辰溪县
知县、曹州同知、济南通判、蒲台知县、权曹州、兖
州、登州同知、补莱州府同知、甘肃道等职，所到
之处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多次得到乾隆皇帝赏
赐嘉奖，去世后封赠中宪大夫工部营缮司员外
郎，祖、父并封赠如己官职。吴纯仁去世时，遗腹
子祥清尚未出生，为继承香火，其夫人将夫兄吴
体仁第三子吴臣清过继，赴山东迎棺柩回故乡。
故三舅即指吴臣清。1933年《温县志稿》有吴臣清
小传：“吴臣清，原名迪关，字师载，城内人，家固
饶财，每残冬必预存钱於某号，凡城关之贫者，酌
量多寡开钱条，令人潜送於其家，使其往某号领
取，而不知其为谁与也。”朱柏庐曰：“善欲人见不
为真善”，如臣清者可谓真善矣。至其道光六年
（1826）施捍御宫地二亩五分以备岁修，次年独力
捐修崇圣殿，犹其余事耳。从县志记载，可见吴臣
清家富饶财，乐善好施，低调行善，财物名声都不
以为意。正如吴臣清命外甥毛树棠书写的这副对
联：“十年揩洗见真妄，万象纵横不系留”。

“十年揩洗见真妄，万象纵
横不系留”，两句分别来自宋代
不同的诗人诗篇，应属于集句
联。“十年揩洗见真妄”，出自宋
朝苏轼的《孔毅甫以诗戒饮酒，
问买田，且乞墨竹，次其韵》：

酒中真复有何好，孟生虽
贤未闻道。醉时万虑一扫空，醒
后纷纷如宿草。十年揩洗见真
妄，石女无儿焦谷槁。此身何异
贮酒瓶，满辄予人空自倒。武昌
痛饮岂吾意，性不违人遭客恼。
君家长松十亩阴，借我一庵聊
洗心。我田方寸耕不尽，何用百
顷糜千金。枕书熟睡呼不起，好
学怜君工杂拟。且将墨竹换新
诗，润色何须待东里。

“万象纵横不系留”，出自
宋朝黄庭坚《题槐安阁》：

曲阁深房古屋头，病僧枯
几过春秋。垣衣蛛网蒙窗牖，万
象纵横不系留。白蚁战酣千里
血，黄粱炊熟百年休。功成事遂
人间世，欲梦槐安向此游。

这副七言对分别从两首诗
中采撷诗句而成，虽然属于集

句联，但其对仗工整，蕴意连贯，浑然天成，且具
有深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内涵。人生久经风雨
磨炼，不断得到陶冶净化，能够看穿世间真伪，
就能做到尽管万象纵横，但不会再萦系于心，人
生从而得到了升华与超脱。这种诗句集句联常
被历史名人引用和写成书法作品，与毛树棠同
时代的名臣徐如澍，就曾书写过相同一副对联：

“十年揩洗见真妄，万事纵横不系留”（周政文
《黔东茶园山文化解读》第七章，学苑出版社，
2010 年），只不过把万象改成了万事。晚清重臣
曾国藩也写过一副行书对联：“十年揩洗见真
妄，少日结交皆老苍”，也是集苏黄诗句联，现藏
于湖南长沙博物馆。

毛树棠为人忠厚正直，做官务实勤谨、勇于
担当，政绩卓著。字如其人，他的书法尤其是楷
书，具有庄严正大之气，一笔一划都不肯苟且。这
副七言对联就是其代表作，字体方正，结构严谨，
端庄整肃。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树棠的悉心教育
引领下，其长子毛昶熙也成长为晚清名臣。毛昶
熙（1817-1882），字旭初，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
家、书法家，系晚清与曾国藩、袁世凯、张之洞、李
鸿章等齐名的重臣，在朝历任左副都御史、礼部
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翰林院掌
院学士、兵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
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重用，可谓位高权重。毛
昶熙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达。《清史稿》
有传，名列在袁世凯的长辈袁甲三、袁保恒父子
之间。毛昶熙工于书法，无论草书、行书、楷书均
有极高水平，书名高于其父毛树棠，是清代晚期
著名书法家。

在“喜湘逢”特展中
感受吉祥文化

黄爱

长沙博物馆“喜湘逢——湖南吉祥艺术大观”特展，遴选了湖南省内15家文博机构的190件具有

深厚文化内涵与浓郁地域特色的展品进行展示，展品年代从唐代至现代，大多数为湖南老百姓创作或

广泛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将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美好祝福，凝练在充满正能量的吉祥故事与艺术图像

中，唤醒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与自信，激励奋进，携手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毛树棠楷书七言对
周长明 张保民

晚清民国粉彩瓷器上的
“ ”

何慧 黄蓓

桃花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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