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的明青花缠枝莲纹葫
芦瓶（右图），器型通高52厘米，为长颈式平直
口葫芦瓶，腹部分为两部分，上腹较小呈圆
形，下腹部呈内收的四方形，此类造型创烧
于明代，且流行于明清。此瓶器型体量较
大，造型别致，各部分比例优美，富有韵
律感，内收的足部与笔直纤细的颈部相
呼应，使得整体形制庄严却不失柔美。纹
饰细致清丽，构图流畅工整，具有内敛
端庄之气息。

精巧优美的葫芦造型和上圆下方
的独特结构不仅满足观者审美的艺术需
求，更引人探寻其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

经典的“葫芦”

葫芦状陶瓷瓶古来有之，可追溯至史前时
期。有学者提出，原始社会的陶器很可能是受葫
芦的启发，甚至是以葫芦作为原型，模拟其自然
形态产生的。而后陶瓷器不断发展，典型的葫芦瓶
形制被一脉相承地保留下来。江苏省高邮市曾出
土新石器时期的泥质红陶葫芦瓶，呈完整的天然
葫芦形状。东汉时期的五联瓶作为一种高等级随
葬品，其造型是在葫芦瓶基础上堆积了装饰，由葫
芦造型演变而成的。隋唐时期，制瓷技术显著提升，
首次出现了不同釉色的葫芦瓷瓶，此时的葫芦瓶
大多为平口无颈的双腹葫芦状。到了宋代，葫芦瓶
整体更加秀美修长，造型也增添了更多细节。而元
代幅员辽阔，民族融合在制瓷上也有体现，受中亚、
西亚文化影响，八棱形葫芦瓶开始出现。明代由于
御窑厂的建立，陶瓷器更是蓬勃发展，葫芦瓶的品
种样式也同样丰富起来，创烧了上圆下方的葫芦
瓶，清代葫芦瓶产量及品种远超前朝，并新创制了
三节、三孔联体葫芦瓶，达到鼎盛阶段。

葫芦瓶的经久不衰，展示了其在陶瓷器中的
重要地位，究其原因，如果仅是归因于古代陶瓷
业发展的多元性，无法令人信服，但是揭开我国
悠长而灿烂的葫芦文化，答案则不言自明。

葫芦，古称有匏、瓠瓜、瓠、壶、藤姑、蒲卢、扁
蒲等。新石器时期便有葫芦遗存的痕迹，浙江余
姚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以及河南裴李岗新石
器遗址等都曾挖掘出葫芦皮与葫芦籽，而在《诗
经》等典籍中，也有大量关于葫芦衣、食、住、行等
的记载，说明葫芦很早就被古人熟识并广泛利

用。葫芦为瓜果，首先是一种食物，《诗
经》中言：“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王祯

《农书》中写道：“瓠之为用甚广，大者可
作素羹，可和肉煮作荤菜，可蜜煎作果。

可削条作干。”由于葫芦易于栽培，体内
容量较大，具有坚实、轻便、外表光滑的特

征，将其作为生活器皿也是自然。《授时通考》卷
三十五：“瓢，剖瓠为之，制为樽，语称瓢饮是也。
杯以挹水，农家便之。其损者以倾肥水，亦积粪所
必需也。”古人以葫芦盛水、盛酒、盛药、盛油，甚
至做烟具、乐器、炼丹容器、火药罐子等，还把葫
芦作为浮具，过水深涉，曰：“腰舟”，可见应用之
广泛。

葫芦大量的实用性应用，不断催生其精神属
性的繁茂。葫芦的鼓腹与多籽，符合古人孕育与
人丁兴盛的生殖象征性，于是葫芦很早便与传宗
接代、丰产丰收等寓意联系在一起。故古人婚配
破匏合卺，象征夫妻合体，诞育子孙。此类联系还
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在闻一多的《伏羲
考》、萧兵的《楚辞与神话》中都有论证伏羲、女娲
皆为葫芦之身，刘尧汉在《论中华葫芦文化》中也
表明中华各民族都有以葫芦作为始祖的表述。“洗
匏爵，自东升坛。”先民掌握制陶工艺以前，将葫芦
作为祭祀的礼器，作为与神祇、先祖沟通，保佑庇福
之用。一来，祭祀乃国之大典，佐证了葫芦的非凡地
位；二来，在与天地神灵建立关系的仪式中，葫芦被
赋予能连接天地的神秘外衣。由于这种神秘与神
圣，使葫芦脱胎于炼药容器，幻化为可供出入的神
仙福地，人们更以“壶天”代指仙境。而后葫芦确立
为道家的法器与标志，其神秘之感愈浓。民间也将
其作为神仙之物，可驱邪降魔，挂于门首，或绘成画
贴于各处，祈求平安吉祥。不仅宗教意义在流变，其
中的文人情怀也在发展。仕途失意的文人借用道
家的出世理念，于“壶天”中，另觅理想之所。“一箪
食，一瓢饮”文人隐士以葫芦作为自己安贫乐道，

清高出尘的象征与寄托。
社会各层面的集体意识最终汇

成蔚然可观的葫芦文化，而葫芦所代
表的平安吉祥、多子多福、孤芳高洁
等形象也逐步确立，成为经久不衰的
文化符号与艺术题材。民俗艺术、建
筑装饰、文人绘画等艺术载体都展现
着葫芦文化的魅力，而这其中，葫芦
瓶集实用与艺术一体，是其文化艺术

中的翘楚。

“上圆下方”的独特造型

晚明时期帝王对道家的极度推崇，追求长生
与得道成仙，崇道之风甚浓。葫芦承载了道家法
器、福禄大吉等含义，加上此时对于瓷器制品的
偏好，使葫芦瓷瓶成为当时的盛行器物。不仅如
此，在蔚然成风的道教思想促使下，“上圆下方”
形制的葫芦瓶被创烧。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圆地方观念本就
是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念，包含了对太阳运动轨迹
和四时四方的理解，而后于汉代形成体系，并与

“道”相结合。葫芦瓶作为道家法器，又兼具创世
传说，于是将天圆地方与其相结合，“上圆下方”
葫芦瓶成为最佳载体，满足统治阶级求神问道的
需求。这一形制并非昙花一现，到了清代仍被继
续沿用，尤其在雍正时期颇为流行。“上圆下方”
的独特造型作为葫芦瓶在明清时期的改良创新，
是宗教和皇家喜好影响器物造型很好的例证与
体现。

“上圆下方”造型并非是唯一的样式，在明代
“上圆下方”葫芦瓶造型示意图中展示了多种器
型。葫芦瓶的成型方式属于典型的琢器，成型需
粘结坯体、模印、手塑等工序，较圆器来说，对工
艺要求更高。而本文中的明青花缠枝莲纹葫芦
瓶，在上下几部分粘合成型的基础上，又保证了
整体的流畅完整、体态优美、比例匀称，是“上圆
下方”葫芦瓶各类造型中的佳品。

“葫芦虽小藏天地”，这其中藏的是古人对天
地人和的观念理解、吉祥福运的祈求，以及广阔生
命空间的期盼。这件明青花缠枝莲纹葫芦瓶，虽静
默不语，但仍能从中窥探到不断传承迭代的葫芦
文化及其独特的时代故事。这件器物承载的文化
力量与风华，正如葫芦本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明青花缠枝莲纹葫芦瓶的文化解读
敖曼

明代“上圆下方”葫芦瓶造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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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中流传十分久远的器
物，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流传至明清时期，在历
史悠久的传承中，它经历了从发展到鼎盛、繁荣到
衰落的几个阶段。铜镜镜背纹饰体现了各时期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及其文化特点。无论
是镜背纹饰还是铜镜形制，都是当时人们审美的
集中体现。铜镜应用十分广泛，深入到人们生活中
的多方面，后因时代沿袭，用镜殉葬，所以现今保存
的青铜镜大部分为殉葬用品，传世铜镜十分稀少。

铜镜镜背纹饰按照图案分类大致可分为素
面镜、铭文镜、图纹镜、人物镜等，根据其意义不
同，所蕴含的期望也不同，汉代时期铜镜背部出
现了吉祥铭文，如“家常富贵”“长乐未央”“长宜子
孙”等，同时还有各种形式抽象、样式美观、寓意吉
祥的人物、花草、鸟兽等纹饰。隋唐时期是铜镜发展
的鼎盛时期，不仅镜背纹饰出现了新颖的题材，镜
形也在圆形、方形的基础上出现了菱花形，同时也
出现了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高水平的技艺产
物，是铜镜制作工艺发展的绚烂时期。

吉林省博物院藏有一件金双鱼镜，保存状况
良好。为了配合“吉镜流光——吉林省博物院院藏
铜镜展”的社教互动，让观众更好地体验镜背纹饰
的拓片制作过程，选中这面金双鱼镜进行复制。

来源及保存状况

此件金双鱼镜是吉林省博物院征集购买的，
镜背主纹为双鱼，镜钮两侧各一条鱼，在鱼的周围
分布有水波纹，两条鱼首尾相接，逐浪嬉戏。鱼在古
人心中是祥瑞的象征，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祥瑞
降临的愿望，鱼亦有多子多福的寓意，古人十分注
重子嗣繁衍、家族繁盛，使用鱼作为装饰，也表达了
家族人丁兴旺、产业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望。

金双鱼镜直径12厘米，厚0.3厘米。镜面平整
无锈蚀，有少许土垢，镜背双鱼纹饰清晰，左侧有
签刻，土垢较多，镜钮完好通透。铜镜通体呈黑
色，有胶贴和油漆号，保存状况良好。

复制方法及材质研究

铜器的复制方法有很多种，较为常用的是翻
模复制，使用翻模材料在器物上制作模具，然后
用其他材料进行灌注、脱模形成铜器的形式复制
品。常用的翻模材料有石膏、胶泥和硅橡胶。

石膏翻模十分方便，造价低廉，操作简单，应
用范围广泛，但是石膏翻模对于精细的花纹渗透
性较差，不能完整精细地翻出花纹较浅或较复杂
的位置，翻出的模具花纹对铸造材料的影响也较
大，会影响复制品的完整性，同时石膏残留也会
污染到原件，需要及时清理，所以现在很少使用
石膏翻模复制文物。

胶泥翻模最常见的应用是针对部分缺失需
要补配的文物进行部分翻模，需要补配的花纹部
位在文物本体其他部位是可以重复的，同时形制
也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胶泥针对文物部分翻
模，然后将模具贴敷到所需的部位进行补配；胶
泥翻模也可以针对整个文物进行翻模，但更适用

于进行平面翻模，立体翻模过程中可能会引起形
制改变。胶泥翻模可以通过温度改变快速翻模，
但其固形物中含有的油质成分可能会残留到文
物表面，清理比较困难，所以胶泥翻模广泛应用
于文物修复的补配工作中。

硅橡胶是一种有机高分子化合物，通过固化
剂的比例可以改变固化时间，从而达到让硅橡胶
更加贴合于文物表面的目的。硅橡胶具有高弹性、
高稳定性、高耐热性的特点，应用于翻模工作中是
十分合适的，在脱模时，只要使用合适的脱模剂，就
可以翻出各种材质及器形的模具，既不伤害文物
本体，也不会在文物本体表面有残留，同时还能够
翻出纹饰精细、弹性适中、形制不变的模具。硅橡
胶翻模是一种新技术，翻出的模具可以反复使用，
大大降低了翻模对文物本体的伤害次数，所以硅
橡胶翻模更适合文物复制工作。

针对金双鱼镜的翻模材料采取自消泡硅橡
胶进行翻模，不仅能够将镜背纹饰细节部分更多
的留存，同时也能够为以后的复制提供模具，减
少翻模次数。

铸造材料研究

文物的铸造材料主要有金属合金材料、环氧
树脂材料和石膏三种。在此件铜镜的复制过程
中，分别对三种材料进行了尝试，选择出更加适
合此次复制品应用的材料进行铸造。

金属合金材料 这种铸造能够做出金属元
素比例与原件完全相同的铜器，在文物的铸造
工艺研究中十分重要，能够通过合金比例的调
节研究出铜器在当时的铸造工艺，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熔铸金属合金需要的温度较高，所以
此次复制采用熔点较低的锡料作为金属铸造材
料进行复制，分别使用石膏模具和硅橡胶模具
进行铸造，在铸造过程中发现：石膏模具在填料
温度高于 100℃时会自然炸裂，但缝隙不足以让
填料渗入，待脱模后对石膏模具的观察发现，产
生炸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石膏模没有完全排出
剩余的水分，而炸裂部位则是有小气泡存在，因
此会出现相应的裂缝。石膏模具翻出的金属镜
纹饰效果较好，但模具往往使用一次就会出现
裂缝，不能再次利用。而锡料在完全熔化后表面
会产生氧化层，必须将其剥离干净才能使用硅
橡胶模具进行铸造，因硅橡胶表面具有耐高温
性，锡料在填入模具时不会使其表面发生变化，
但因有机高分子化合物与锡水表面张力不同，
填入锡水时需要将硅橡胶模具加热至 200℃以

上才能让锡水更好的铺散开，完成铸造过程。硅
橡胶模具进行脱模非常容易，且不会损坏模具
及翻模出的纹饰细节。

树脂材料 在树脂材料中，最常用的是环氧树
脂，它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含有两个及以上的环氧
基团，可以和多种基团发生多类反应，具有良好的
理化性质，所以改良后的环氧树脂材料应用十分
广泛。环氧树脂作为铸造材料时，固化放热可能会
引起一定的变形，由于在铜镜模具铸造时需要填
充一定厚度的环氧树脂，而且树脂内部放热不均
会引起一定的变形和变色，所以环氧树脂作为铸
造材料时需要少量多次填充，才能达到完整的效果。

AB水 这是一种快速成型树脂，主要成分是
聚氨酯树脂，适合于模型的翻模制作，它流动性
好，可以填充精细的纹饰部位；收缩率较低，填充
模具后不会产生变形；固化时间短，可以快速脱
模查看翻模效果。AB水固化后有多种颜色，也可
以通过混合时加入油性色精进行调色。但AB水
在固化时会放热，有刺激性气味产生，滴入水分
会引起过敏反应，所以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实验室
的通风和干燥，以免发生危险。在金双鱼镜的复
制过程中，采用8014纯白AB水进行试验，结果证
明双鱼纹饰的复原效果良好，签刻复原得十分精
细，也可以添加不同颜色的油性色精进行调色，
很适合制作文物的形式复制品。

石膏 作为一种传统的铸造材料，石膏的流
动性好，固化速度快，原料价格低廉，在对器物的
复制或补配过程中，使用特别广泛，但它也有一
些缺点，固化时会产生气泡，铸造厚度较低时容
易脆裂。

硅橡胶 上文已经介绍了硅橡胶翻模的诸
多优点，但它作为铸造材料翻制文物是很少见
的，在使用合适的脱模剂情况下，按照 1:1比例调
和硅橡胶，可以制作出硅橡胶镜，它不可以作为
复制品使用，但是可以通过硅橡胶镜翻制镜范，
能够更好地还原各种材质镜范的使用情况，硅橡
胶镜脱模容易，并且不会影响镜范纹饰及完整
性，这是此次金双鱼镜复制工作的一个新的尝
试，也为后期制作文物复制品提供了依据。

经过不同材料的试验，结合金双鱼镜的复制
品使用功能，最终确定了使用硅橡胶进行翻模AB
水进行铸造的复制工艺流程，此次复制工作中较
为创新的是可以通过硅橡胶模具铸造硅橡胶复
制品，这在翻模复制工作中是一种新的突破，同
时也可以结合其他高分子化合物的理化性能，改
进创新复制工艺，减少多次翻模对文物的伤害，
更好的保护保存文物，使其流传得更久远。

金双鱼镜复制研究
王东蕊

金双鱼镜原件 金双鱼镜树脂复制品 硅橡胶镜翻制出的树脂镜范 金双鱼镜复制品

年 画 始 于“ 门 神
画”，多为木版画，经过
千百年的发展，到明清
时期，年画进入鼎盛期，
出现了天津杨柳青、江
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
县杨家埠、四川绵竹等

年画之乡，影响所及遍布全国，并销往海外
特别是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地区，欧美也多见
其踪影。因其题材广博、手法多样、色彩斑
斓、信息承载密集、民族心理表现鲜明而深
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较具代表性的文化遗
产之一。

山东年画作为中国北方年画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突出反映了海岱地区的民间信
仰，记录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从美
学特征和审美情趣方面研究，它具有几个鲜
明的特点。

阴柔细腻的精细美

北方年画的创作，刻工精丽，色彩绚美，
形象生动，追求色泽饱满、对比鲜明的视觉
效果。善于把抒情、柔美与活泼、欢快揉捏在
一起，形成既沉静而又热烈，既安详而又奔
放，既质朴生动而又和谐自然的审美特征。

如《年年有余图》。鱼，在中国文化中具
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因谐音“余”，所以被
朴实、勤劳的中国人所喜爱和向往。另一方
面，“鱼传尺素”的典故广为人知，这种情感
的寄托后来演变为身份的象征，贵族和官员
随身佩戴“鱼符”，以体现其地位。因此，“年
年有余”的题材在年画中是非常普遍的表
达，而且自然地与莲、藕结合在一起，成为

“莲莲有鱼”的固定搭配。馆藏《年年有余图》
则在前人基础上，做了重要创新，两幅年画
中的鱼形象为一公一母，相互呼应：一者眼
为日，代表阳，一者眼为月，代表阴；一者为
龙尾，代表阳刚，一者为凤尾，代表阴柔；一
者背景为莲花，代表荣华富贵，一者背景为
牡丹，代表国色天香。二鱼生动活泼，线条细
腻，欢乐、幸福、喜庆、活泼、热烈的情感跃然
纸上。

又如馆藏年画《夜读春秋图》中的关羽
端坐在正中，左有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
右有关平，手捧油灯而立。复杂细腻的线
条交织出关羽威严肃穆的形象，忠义之气
扑面而来。

古朴醇厚的民风民俗美

作为较为常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年画往
往把人们的喜怒哀乐演化为一个个线条，凝
结成一幅幅图形，展现不同地区人们的性格
特点和精神面貌。特别是北方年画和山东年
画更显雄健粗犷，线条简明而又夸张，风格
阳刚而又热烈。

早期绘画中表现的门神是神荼、郁垒，
《神荼、郁垒》民间俗称“大锤将”。东汉应劭
《风俗通》引《黄帝书》记载：“上古之时, 有
神荼与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
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
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自古以来，
人们相信桃树是神木。中国古代神话“夸父

追日”讲述，夸父死后其杖化为邓林 （桃
林）；《淮南子》记载：“羿死于桃棓”；道教典
籍《典术》说，桃是“五木之精也，能驱鬼压
邪”。与桃木密切相关的门神年画也因这种
神奇的功用而出现并流传。

自然中的神物由“神格”而人格化，是民
间神话传说的一条典型线索。如山东杨家埠
中兴福画店刻制的《镇宅神鹰》，镇宅神鹰在
山东地区也称为“小条鹰”。“神鹰”音谐“神
英”，雄健敏捷，曾作为狩猎民族的助手，是
人们崇拜的偶像，故有镇宅辟邪之功。又如

“秦琼敬德”——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门神，
民间俗称“鞭锏门神”。传说唐太宗因受鬼魂
的骚扰，夜不能寐，于是大将秦琼和尉迟敬
德站在门外警卫，太宗果然睡了一夜好觉。
后来人们把二人的像画在门上以求驱邪，此
二人也由皇帝的专用门神进入寻常百姓家。
馆藏杨家埠《秦琼敬德门神》皆勾画脸谱，手
扬鞭锏相对而舞，形象塑造夸张，颇有气势。

随着历史的发展，年画还被赋予了不同
时期的时代意义。如馆藏清代《五子门神
图》，原本是纯粹的文门神，也是俗称的“天
官赐福”，天官居中，相对而立，五个可爱的
童子，手持牡丹、花灯、宝瓶等环绕在周围，
表现富贵连登、平安等美好愿望。1949年以
后，年画改革委员会对其进行了改良演变，
创作出了《新五子门神图》，将天官改为农
夫，添加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标语“劳动丰产，
积极建设；抗美援朝，巩固国防”。

雅俗共赏的社会文化美

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年画因其通俗
易懂、以图传神的特点，区别于庙堂文化、文
人画，成为赓续历史文脉、传播民族精神的
重要载体。如“渔樵耕读图”。《渔樵耕读》渔
夫、樵夫、农夫与书生代表了中国古代劳动
人民的主要职业分布和基本生活方式。“渔”
指的是东汉光武帝时期隐居于浙江桐庐的
严子陵，终生不仕，以打鱼为生。“樵”是汉武
帝时打柴为生但苦读不辍的朱买臣。“耕”表
现的是儒家圣王大舜教民耕种的事迹。“读”
讲述的则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深夜读
书时为避免打瞌睡，用锥子刺大腿提神。在
传统士人当中，“渔樵耕读”已经成为隐士和
隐居生活的代名词，追求浮躁和繁华后的自
在和闲适。

又如“家堂画”，又称家堂轴画、家堂轴
子等, 是祖先祭祀和家谱制作的重要工具。
为祭祀所用，它是“家谱”的美术表现形式。
普通的书籍式家谱，注入图、表等因素后，其
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直观的神圣性都显
著提升，成为家族祭祀活动中营造氛围的重
要因素。

年画艺术是在中国民间传统风俗的大
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不断演化和创新。
同时，它也为这一方水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
和审美情趣。山东艺术学院年画雕版博物馆
不仅在馆藏资源的基础上对山东年画和历
代雕版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和系统化研究，服
务于科研和教学，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国内外
文化交流与传播推广，探索优秀传统文化服
务于大众美育的新路径，为古老的民间艺术
赋予新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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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艺术学院年画雕版博物馆是国内集中收藏、研究、保护、

传承中国传统年画雕版的博物馆，馆藏以清代为主的年画雕版（棠

梨木雕刻）千余块，各类年画上万幅；藏品来自潍坊、平度、高密、聊

城等山东区域内主要的年画产地，内容丰富、工艺精湛、别具特色，

记录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文风情，是研究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

心理学的资源宝库。本文以该馆藏品为例，论述山东木版年画中的

审美特征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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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荼郁垒 镇宅神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