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籍的各种版本中，有一种版式小巧的图书被称为
“巾箱本”。其名称由来之一，这类书小到可装在古人装头巾
用的小箱子里，故称“巾箱本”。又因版式小而可藏于袖中，便
于携带，因此也称作“袖珍本”。

苏州博物馆收藏众多古籍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之一
就是明代刊刻的巾箱本古籍《杨升庵辑要三种》（图1）。此书
很迷你，长 5.2厘米，宽 3.2厘米，尺寸刚好适合放在读者的掌
心。相较于其他存世的大多数巾箱本古籍，《杨升庵辑要三
种》尺寸更小。书的主要内容是明代杨慎编选的“诗选”“诗
韵”“诗余”，可以作为喜好诗词文人的口袋书。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
状元、文学家、诗人，传世文集《升庵集》。杨升庵父亲乃是
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的四朝元老杨廷和，位极人臣，
权重一时。杨升庵作为顶级“官二代”成为状元，人称“明朝
第一才子”。

杨升庵最著名的诗词当属《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了解中国文化和古代诗词的人，大都读过这首《临江

仙》。杨升庵因为在“大礼议”事件中坚持儒家法统礼制，被发
配到云南。从此，除了父亲杨廷和去世回到四川参加葬礼以
外，杨慎余生的三十多年几乎都在云南。在云南时，内心饱受
煎熬的杨升庵凭借历代先贤的诗词排遣心中郁结，并创作出

“诗选”“诗韵”“诗余”。正因为杨升庵的人生落差之大，才写
出“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般浑厚、
超然的诗句。

《杨升庵辑要三种》自明代问世后几经流转，在民国时
期，为何亚农所得，并由其后人捐赠给苏州博物馆。

何亚农（1880—1946），名何澄，字亚农，先号“两渡村
人”，后号“灌木楼主人”，山西灵石人，国民党元老、实业家、
收藏家。他的女儿是有着“中国居里夫人”美称的何泽慧，女
婿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何氏家族祖上出了多位进士，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
名门望族。青年时代，何亚农赴日本留学，就读东亚商业学
校、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学校等学校。之后，他加入孙
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资历最老的同盟会员之一，被称
其为“国民党元老”。从日本回到中国后，何亚农赴河北保
定，在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担任教官。辛亥革命爆发
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中，何亚农和于右任等人
一起辅佐陈其美督师上海，被任为沪军第二十三师参谋长，
一时位高权重。

然而，在民国初年，何亚农萌生退出政界之意。“两渡村
人”遂卸去官职，闲居在妻子王季珊家族所在的苏州，营造赫

赫有名的灌木楼，成为“灌木楼主人”。何亚农的第一个号来
自家乡——山西灵石两渡村，第二个号便是来自移居苏州后
的住所灌木楼。如今，灌木楼大隐隐于市，坐落在苏州古城十
全街的南园宾馆内。何亚农在苏州期间，经办实业、经营学
校，尤为突出的是管理岳母王谢长达创办振华女校，成为该
校的校董。

何亚农博学多闻，精于鉴赏，常常收购古玩。1940 年，何
亚农从北洋军阀将领张锡銮之子张师黄手中购得苏州网师
园，费时三年整修亭台轩榭，增补花木，特意将古玩字画藏于
园内。《杨升庵辑要三种》是何亚农在苏州期间所获的珍宝，
并在正文的前页写下：“明印升庵三种，完全者殊少，此独无
缺，颇不易得，受侄得自山西，寄余展玩，良可喜也。壬申冬，
何澄识。”（图2）这段题记的大致意思是：明代刻印的这部杨
升庵的书，完整的非常少，这部独独完整，颇为不易，何亚农
的侄子从山西寄给他展玩，他极其高兴。壬申年（1932）的冬
天，何亚农得到此书，遂写下题记。为表达自己对此书的钟爱
之情，何亚农在书的“小引”页盖上了自己的印章“澄”，（图
3）表示何澄收藏过。

近现代杰出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和鉴赏家吴湖帆在何亚
农题记的前页写下“壬申十二月八日，内江张大千、武进谢玉
岑同集亚农兄灌木楼，出此明印袖珍本三种，即日请孙伯渊
重装，题此志快，吴湖帆书。”（图4）壬申年（1932）的十二月
八日，何亚农、张大千、谢玉岑和吴湖帆在灌木楼相会，鉴赏
古籍《杨升庵辑要三种》，并请苏州装裱世家孙伯渊重新装
裱。吴湖帆内心愉快地写下这段文字。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中国近现代画家，与
其兄张善孖因与张锡銮之子张师黄交厚，遂住在苏州网师
园，并豢养一只老虎。网师园和灌木楼近在咫尺，张大千与何
亚农两位同道中人自然熟稔，交游甚多。

谢玉岑（1899—1935），江苏武进人，民国词人兼书画家，
是书法家、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的兄长。谢玉岑是张大千的
密友，当年海上艺坛有“玉岑诗，大千画”之美誉。

孙伯渊（1898—1984），江苏苏州人，装裱名家，著名收藏
家、鉴赏家。他在护龙街（今人民路）的作坊“集宝斋”逐渐成
了苏沪一带书画家、收藏家聚集之地，而孙伯渊也在和他们
的交往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和收藏能力。其交友的收藏名
家或书画大家有庞莱臣、顾麟士、陆廉夫、吴湖帆、冯超然、张
大千、张善孖、谢玉岑等众多名人。

20 世纪 30 年代，何亚农、张大千、谢玉岑和吴湖帆作为
挚友兼知音，在灌木楼一起品鉴凤毛麟角的袖珍古籍，一起
追思才子杨升庵的跌宕人生，“志快”之心，自然不期而至。灌
木楼恰是一幢精致的“小楼”，借用鲁迅词句，何亚农等人享
受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宁静和快意。这
套稀世罕见的巾箱本，因为汇集了多位名人的收藏和交往故
事，使之弥足珍贵。

罕见的巾箱本《杨升庵辑要三种》说略
朱晋訸

陶瓷艺术之所以为人瞩目，不仅仅是
科学理性的精心设计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创
造，更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是将人类智慧和人
文精神赋予陶瓷这一物质形态，抒发精神的
个性，它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以清新隽永的姿
态和浓厚淳朴的韵味装点着我们的生活，墨彩
艺术即如此。

墨彩，因其在陶瓷美术技法中产生一定影
响，因而成为一种彩绘装饰工艺门类。它是从粉
彩技法中衍生出来的一种陶瓷装饰绘画形式，
是以黑色颜料为主在瓷器表面来表现物象，根
据不同题材，运用描、皴、擦、点、染等方式，使画
面呈现浓淡不一的层次，以及水墨效果的陶瓷
装饰绘画。墨彩的“彩”，如同粉彩之填色，也是
一种绘画手法。其彩绘技法表现因绘画装饰的
内容不同，表现材质材料的不一而变化万千，俗
称“彩水墨”。张九钺在《南窑笔记》彩色中说：

“可供洗染、点缀之妙，又有水墨一种尤为逸品
也。”《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墨彩为“水墨一
种，一般称它为墨彩。”

景德镇陶瓷除釉下、釉中装饰之外，釉
上装饰方法从元代开始有很多，墨彩装饰虽
然起步较晚，但在其中所占有的地位却不容
忽视，《南窑笔记》中称墨彩为“逸品”，是指中
国传统水墨画中的“能品、妙品、神品、逸品”四
个标准，其中逸品是传统绘画的最高境界。

墨彩瓷画有着明晰的发展和演变历史及其
艺术特点与风格。墨彩瓷艺发展到今天，其中有
传统工艺，也有近现代和当代工艺，从现存清代
康熙至民国时期的墨彩作品分析，墨彩经历了
萌芽时期：墨彩萌芽于清康熙年间，墨彩瓷艺
与单纯黑彩瓷艺相比较，艺术特征的表现有
了很大改变。发展时期：清雍正时期创烧的“珐
琅墨彩”开启了墨彩发展的新阶段，人物题材画
面增多，并以矾红点缀，使人物表情更加丰富。
高峰时期：清乾隆时期，当时御窑厂新配制的一
种黑料“新制彩水墨”，用珐琅彩工艺绘制，以督
陶官唐英为代表，以诗句和书法丰富了墨彩的
形式，用笔细腻精致、色调浓淡多变、形象准确
生动，达到诗、书、画、印交融一体的意境，拓
展了墨彩瓷画的艺术语境，提升了墨彩的
艺术品位，使景德镇墨彩艺术达到高峰阶
段。没落时期：清乾隆以后，景德镇墨彩瓷艺
随着景德镇瓷业的逐渐沉寂而没落，鲜见墨
彩作品传世。复苏时期：清末民国时，传统黑
料逐渐被进口洋料所代替，出现用洋料绘制
的“墨彩雪景”“墨彩人像”及轮廓描金的“墨彩
描金”等品种。之后又逐渐恢复采用自配颜料。
传承创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
纪80年代初，墨彩绘画技艺得到传承，新的时代
风格也逐渐形成，装饰的器型和题材呈现多样
化。改革开放后，墨彩工艺在传承的基础上材
质、技法、色彩、题材以及内涵都有了较大的提
升，运用粉彩与墨彩结合的被称之为“粉墨彩”的瓷画表现
形式得到运用和推广。

墨彩瓷工艺用料虽然较为单一，但
工序较为复杂，一是墨彩工艺既有人为的

描、皴、擦、点、染，又有以自然晕散与流动表
现自然界变化莫测的物象和意境，把中国版
画，西洋铜版画、水彩画，油画等加以融会运
用，所采用的画法既有工笔又有写意，精微处

丝丝入扣，豪放处生动活泼，画面对比“疏能走
马，密不容针”。二是色彩浓淡多变，其艳黑不
是简单的厚重浓艳，而是浓淡相间，如康熙青
花瓷一样，达到“料分五色”的效果，避免了浓
墨重彩而给人带来的压迫感。三是具有较强的
综合装饰性，墨彩经过陶瓷创作者长期的研究
和设计，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有自己的艺术
语言和表现手法在绘画技法上汲取三彩、五
彩、珐琅彩、粉彩等其他陶瓷绘画艺术营养，由
单一的黑料点染到加入矾红洗染与套色和描
金等手法，使所要描绘的对象，无论是山水、人
物、花草，还是鸟虫都显得质感冰壶玉衡，层次

清晰分明，色彩明快雅致。
在新时代的墨彩创新实践中，仍然从

根本上离不开瓷画艺术千百年来所富含
的艺术营养。因为对传统营养的汲取可以
敏锐我们的视觉，墨彩瓷画艺术的有效传

承对于后来者进行墨彩艺术的有效创新具
有直接的作用力。没有传承的创新和没有创

新的传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传承，是对传统墨
彩艺术进行保留和继承，在墨彩艺术生命发展
中起着延续保持的作用，创新是一种遵循艺术
发展规律的行为，在探索当代墨彩瓷画艺术的
创新与发展的同时，重新认识它在历史中的地
位和现实中的意义，并进一步优化、充实墨彩
画内在的审美形式，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实现形象把握与理性把握的统一。当代墨彩
瓷画工艺在“与生活同行，与时代同步”的特定
环境中，艺术家们本着自身理想化需要，为满
足社会的艺术需求，以现代的思维模式探索创
新有别于传统墨彩的技法思路和见解为导向，
利用现代理念和科技，在墨彩工艺所反映的事
物、使用的方法、融合的元素、前行的路径上获

得了一定成效。
墨彩瓷艺术是在古老文明环境中产生

的一朵艺术奇葩，在其发展历史中传承创
新一直在这一艺术领域萦绕。如清代唐英
的“新制彩水墨”，民国时期的周湘甫将古
法墨彩描金技艺与现代粉彩工艺巧妙结
合，独创的新墨彩描金技艺。当代的李文跃

凭着从艺几十年扎实的传统绘画艺术功底和
创作理念与探索，将粉彩瓷的粉润柔和之美与
墨彩瓷的清丽雅致之意韵融为一体，创立了颇
具个性的“粉墨彩瓷”装饰风格。

墨彩瓷是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工艺
技术的独特艺术形式，其细腻的绘画技巧和浓
郁的墨色韵味使得它成为瓷器艺术中的瑰宝，

极大地美化了我们的生活，提升了人们的艺术品格。
（文中器物藏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景德镇墨彩瓷艺术的
传承创新

谢俊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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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王婧婵、王国华、
栾奕合著的《中国马球》，收录近 500幅中
国古代马球文物高清图片和中国近现代
马球照片，以超过 10 万字的规模系统梳
理了中国的马球运动和马球文化的发展
史，是一本图文并茂展示和讲述中国古
代马球辉煌历史和近现代马球发展历程
的经典专著，填补了中国马球研究的历
史空白。

填补中国马球研究的历史空白

“第一次见到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
图片时，我们三个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历史和现实、古代与未来，因为中国马球，
在这一时刻，紧紧地拥抱和交汇在一起，
鼓励着我们一家三口，坚定着我们的决
心。”《中国马球》作者王国华在回忆写作
过程时，不免动容。

在马球文物中，文化和艺术价值最
高、最能完整地将打马球的场景保留且展
示给后人的，是唐代和辽金贵族墓葬中出
土的马球图壁画，最著名的是唐章怀太子
墓西壁的马球图壁画。这幅呈现打马球盛
大场景的壁画，原长 20 余米，只揭取下 5
片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些壁画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在
查阅并反复研究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我们决定聘请专业画师临摹
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等壁画，以便为读
者展示古代打马球的壮观场景。”王国华
表示，临摹只是撰写《中国马球》时的繁重
琐碎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中国马球为
线索，包括遍寻海内外重要文物、追寻相
关遗址遗迹、采访相关人物后人等，也是
三位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与文博机构接洽，往返法国、英国、美国等海外博物馆查
阅资料，取得相关授权，需要更加艰辛的努力。他们既要弄清
哪些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中国马球文物，又要鼓起勇气写信
申请，如为得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北魏曹望
憘造像座石刻图片授权，王婧婵历时一年，三次与校方沟通协
调。尽管过程烦琐，还需支付相应费用，但每得到一幅高清图
片，一家人都如获至宝。

成书于明隆庆六年（1572），由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编纂
的《帝鉴图说》版本甚多，《中国马球》收录了四个版本：故宫博
物院藏内府珍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潘

允端刊蝴蝶装本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清乾
隆嘉庆年间纯忠堂刻本，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彩绘版是通过
郭红卫及其学生获得的授权。这样，来源精准、资料翔实、印刷
精美，四幅珍贵的文物高清图片再现了唐敬宗在父亲唐穆宗
因击球暴疾而亡后，不事反思，沉迷于打马球等游戏，最终被
谋害丧命的故事。王国华认为：“流传千年的中国马球故事，无
论对马球手、马球爱好者，还是马球研究者都具有现实的教育
意义。”

可以说，《中国马球》的“古代篇”以中国马球文物重新整
理为出发点，通过艰难追寻，最大可能聚集海内外知名博物馆
的马球文物，以时代为顺序，将古代马球相关陶俑、壁画、砖
雕、铜镜、石刻、书画等重点文物图片收集起来，将散落在海内
外历史文献中的资料、记录挖掘出来，向世人呈现完整、丰富
的中国古代马球历史。

为马球研究提供更好的素材

《中国马球》第一作者王婧婵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大学，

曾在联合国妇女署实习工作，任中国
科学院大学特别研究助理。王婧婵是
位优秀的女子马球手，小时候在父亲
王国华、母亲栾奕的鼓励下学习马球
运动，多次参加国际马球赛事。王国
华毕业于天津大学，是马球历史和文
化的爱好者、收集者、推广者；栾奕毕
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维克森林大学，
曾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子马球解说员，
主持解说过重要马球赛事，多次获得

“最佳解说员”称号。2021 年 9 月，王
婧婵与栾奕出版了一本中英双语《马
球规则手册》。

马球，是一项古老而充满激情
的运动。现代马球运动被誉为“王者
的运动”和“运动中的王者”，是三大

马上体育运动（马球、马术和赛马）之一。2019 年 11 月，王婧
婵和球友到阿根廷观看马球公开赛中顶级球手之间的对决
（40 级对阵 40 级）。途中，她恰巧买到一本《Passion & Glo⁃
ry : A Century Of Argentine Polo》，这本图录展现了一个
世纪以来阿根廷辉煌并富有激情的马球历史。回家以后，王
婧婵和父母一起翻看这本图录。对于马球极其热爱且富有学
识的一家三口，立刻想到“能否也出版一本展现中国古代马
球辉煌历史和中国现代马球发展历程的书籍？”敢想敢拼，说
做就做。他们就这样勇敢且愉快地开启了《中国马球》的筹划
和编写工作。

“虽然遇到诸多困难，但马球运动带来的激情和荣耀激励
着我们把这项工作做下去，由最初出版一本书的冲动，逐步升
华为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和一种使命。”王婧婵表示，从冲动感
到使命感的升华，使我们更有信心和勇气化解和克服遇到的
困惑和难题，更敢于直面挑战，持续不断地投入超常的精力和
财力，坚持做完这本小众图书。

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使命感，一家人的梦想升级。从最初
的构想出版一本中国马球画册，变成了出版一本既有一定学
术价值又有美学价值的讲述马球历史的图录。

《中国马球》是王婧婵、王国华和栾奕一家，以对马球的非
凡热爱为基础，经过艰苦努力进行学术与艺术研究的结晶。

梦想照进现实

《中国马球》的“近现代篇”通过300多幅珍贵照片及文物，
将现代马球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现代马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一呈现。作者通过深入检索和查询，收集整理海内外相关数
据库中的珍贵资料和图片，寻找到清末民国时期现代马球传
入中国的珍贵史料，查找到华人马球手和马球队及各种马球
赛事奖杯等文物。193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
马球队。1932年8月至9月，在《大陆报》和《上海星期日泰晤士
报》上分别刊登了队员的英文名：William Hu、L.P.Wong
Quincey、T.Y.Tung 和 Z.L.Koo。但对于他们的中文名和个人
背景，报纸上却没有介绍。王国华介绍，通过检索民国时期的
报刊，反复查阅中英文资料，最终确定了他们的中文名：胡惠
林、王昆山、童振远和顾兆麟。他们在上海江湾跑马场的马球
会组成了中国人的马球队。

作为一本图文并茂讲述中国马球历史的大型图书，作者
竭尽全力地追求文物史料的真实准确。“我们对中国近现代马
球的发源地上海、北京、天津和呼和浩特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
研。尽管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但每到一处曾经的马球场和相
关建筑，我们都能联想到当年马球赛上球手们风驰电掣的英
姿，感受到球员打马球的激情，记录马球历程也就成了我们的
一种情怀。”王婧婵表示，在呼和浩特，走访和联系了数位20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马球名家及其后人，得到了翔实的第一手资
料，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非凡力量。

“《中国马球》是我们一家辛苦努力的结晶，是梦想照进现
实。”栾奕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问道：投入那么
多，费那么大精力，是为什么？这使他们想起英国登山家乔治·
马洛里的一句激励无数登山爱好者的名言。“当年记者提问：

‘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的回答是‘因为山在那
里。’虽然我们没有乔治·马洛里那样的英雄气概，但仍想在这
里借他的名言，解释我们坚持不懈完成本书的初衷——因为
中国马球，就在那里。”王婧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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