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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玉勒。高 5.8 厘米，直径 1.4 厘

米，清宫旧藏。羊脂白玉质地，细腻润

洁。呈长椭圆形，内有中通圆孔，以利

系佩。通体用双钩阴线刻出《般若波罗

蜜多心经》的经文、经名、译者、纪年、作

坊等内容，落款时间为“皇宋宣和二年

秋七月吉日修内司玉作所恭制”，表明

这件玉勒是宋徽宗即位的第 20 年（1120

年）命内廷玉作坊刻制。楷书字体，字

体 小 如 芝 麻 粒 ，显 示 出 纯 熟 的 雕 刻 水

平。玉勒，亦称“蜡子”，是挂于胸前或

腰间的玉饰，有圆柱形、扁圆柱形、束腰

形、橄榄形等造型。玉勒起源于新石器

时期红山文化的玉管饰，中间有孔，便

于穿系悬挂。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的

玉勒以线刻和浮雕等艺术形式显得素

雅美观，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勒以高浮雕

和镂空雕等技法进行雕琢，到了汉代玉

勒就不再出现了。宋代风靡金石学，仿

古之风盛行，玉器中出现了大量的仿古

玉器，玉勒之美再度被人们发现，重新

盛行，一直延续到清代。宋徽宗虽然是

亡国之君，但是他诗词歌赋、吹拉弹唱、

骑马蹴鞠、医学茶道、金石文玩样样精

通，此外宋徽宗还嗜玉成瘾，使得宋代

玉器深受绘画艺术的

影响，清新雅致、形神

兼备，极具文人情趣，

毫 无 粗 制 滥 造 之 感 。

宋代铭刻玉器之风盛

行 ，铭 刻 的 内 容 多 为

佛经、诗词等，这主要

也应归功于宋徽宗的

喜 好 。 佛 经《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全 文 共

260 字，传入中国后以

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

译 本 最 为 流 行 ，经 文

简短精练，便于持诵。这件宋代玉勒是

为了祝贺宋徽宗的生日而特意定制的，

宋徽宗本人笃信道教，但由于对羊脂白

玉的痴迷，一时间竟然也忘记了佛道之

争的事情。这件宋代玉勒的字迹小如

芝麻粒，笔触纤细若游丝，刻工纯熟，只

有借助放大镜才得以识见，堪称微型铭

刻玉器的始祖，充分展现了宋代玉器的

纯美与精致。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

京城，无数中华民族的珍宝遭到劫掠，

原本珍藏于清代宫廷内府的一批珍贵

的宋代玉器，包括这件宋代玉勒，遭到

侵略者的野蛮掠夺，从此以后流落异国

他乡，后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明代白玉碗。共 有 2 件 ，高 6.5 厘

米，口径 14.5 厘米，底径 6.5 厘米，清宫

旧藏。和田白玉质地，温润细腻，光照

见影。造型呈撇口，深腹，圈足，简洁规

整。胎体薄厚均匀，素面无纹饰，做工

一丝不苟。明代的社会经济高度繁荣，

市民阶层迅速扩大，玉器的需求量日益

增强，琢玉名匠辈出，玉器品种更加丰

富，包括文房用具、装饰品、陈设品等，

无一不有。同时随着商品化生产的发

展 ，出 现 了 玉 器 雕 琢 工 艺 程 式 化 的 倾

向，致使玉器数量空前高涨，琢玉技术

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明代玉器继承和

发扬了宋代玉器的工艺特点，以日常生

活用器为主，线条简洁有力，追求精雕

细琢的装饰美。明代玉器的玉材主要

使用产自新疆的质地细腻温润的和田

白玉，明代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

载了当时的景象“凡玉或溯河舟，或驾

驼，经嘉峪而至甘州与肃州，车入中华，

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北京

和苏州是明代的治玉中心，所以《天工

开物》中说“良匠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

郡。”明代的宫廷用玉由内廷御用监负

责，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雕琢御用玉

器，这对明代白玉碗就是明

代万历年间御用监的作品，

供 万 历 皇 帝 闲 暇 之 时 赏

玩。在清代此碗深得乾隆

皇帝的喜爱，长期摆放于养

心殿内，供皇帝欣赏把玩，

此碗的木座就是由清宫内

务府造办处的工匠量身定

做的。道光年间此碗安放

于圆明园内，作为宫廷陈设

使用。1860 年第二次鸦片

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

京城，火烧圆明园，此碗遭

到侵略者的掠夺，作为战利品被带回英

国，入藏大英博物馆。

清代翡翠瓶。高 35 厘 米 ，清 宫 旧

藏。翡翠质地，色泽绿中带黄发白，有

绿色斑块。造型模仿商周青铜彝器，直

口，贯耳，弧肩，鼓腹，圈足，腹部装饰有

饕餮纹。翡翠的颜色有绿、红、紫、黑、

黄、白、青等，其中绿色称为“翠”，红色

称为“翡”，紫色称为“紫罗兰”。1968 年

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

土了一件翡翠兽头，证明汉代宫廷已经

使用翡翠作为装饰品了。翡翠在清代

盛行，乾隆皇帝更是对翡翠达到了痴迷

的程度，从乾隆皇帝起清朝的历代皇帝

都喜爱翡翠，所以翡翠在清代又被称为

“皇家玉”。清代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

笔记》中提到“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

视 之 ，不 过 如 蓝 田 干 黄 ，强 名 以 玉 耳 。

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盖

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反映

出乾隆到嘉庆年间北京城里翡翠价格

上扬的情况，翡翠由石升级为玉，并且

价值远超羊脂白玉，如此快速的升值在

古今中外的玉器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

所以这段文字成为研究清代翡翠发展

状况的宝贵资料。

这件清代翡翠瓶是乾隆皇帝举行

宫廷宴饮时作为投壶游戏的道具，以作

消遣。北宋的吕大临在《礼记传》记载

“投壶，射之细也，燕饮有射以乐宾，以

习容而讲艺也”，原来先秦时期宴请宾

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当时

成年男子不会射箭会被视为耻辱，但是

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那只能用箭投

酒壶代替，于是投壶就代替射箭成为宴

饮时的一种游戏。投壶不仅是我国古

代宴饮时的投掷游戏，也是一种礼仪，

就是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为胜，负

者照规定的杯数喝酒，在战国时期较为

盛行，尤其是在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

北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的“射”指

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这件清代翡

翠瓶原本珍藏于清宫内府，清朝末年被

太监偷带出宫，辗转流落国外，成为英

国贵族伍尔夫家族的私人藏品，后来为

大英博物馆所收藏。 （下）

大 英 博 物 馆 的 中 国 古 代 玉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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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参加启体字库鉴定。

宋代玉勒。

闲 话 启 功 书 体
——启体字库的故事

█ 侯 刚

启功先生独创的字体，具有

优美的韵律和俊雅的意境，欣赏

它是一种艺术享受，深受广大书

法爱好者的青睐。书法界的专家

评论他的书法“不仅是书法家的

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

渊博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

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

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

诗境中来的结果。”字如其人，他

的书法正如他的为人一样，端正

朴实平易近人，同时闪耀着机智

和风趣。

启功独特的字体，是通过他

几十年坚忍不拔地探索实践形成的，

他对书法的结字规律、用笔方法有独

到的见解。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

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而从学习

书 法 的 深 浅 阶 段 讲 ，则 是 以 结 字 为

上。”他经过多年对比和研究，发现过

去小孩子练习写字的九宫格、米字格

都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都不在

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

四角处，这四点与相邻的边界正好处

在黄金分割点上，因而发现了结字规

律并应用到自己的书法实践当中，他

这种结字方法被称为“黄金结字法”。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启功先生的

朋友、中国印刷总公司经理武文祥和

高级字体设计师华蔚仓，感到启功先

生的字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很受社会

各界的欢迎，如能有一套启体字库，将

他的字广泛地应用在出版物上，既丰

富了印刷用字，又可以满足书法爱好

者学习使用。他们在一次和启功先生

聊天时，提出了一个文化界、出版界的

共同希望，请启功先生按国务院颁布

的标准用字，书写一套常用字，然后由

印刷总公司制成字库。先生对他们的

提议欣然同意，但是那时先生年事已

高，所需字数太多难以完成。先生想

到秦永龙先生多年研究汉字又善书

法，便委托秦先生担当此书写任务。

经过秦先生几年不懈努力，该套字库

于 2001 年 4 月书写完成，中国印刷公

司与北大方正签订协议，由北大方正

公布发行。

自从北大方正字库中有了启体

字，经常可以看到用启体字制作的字

形优美、俊秀挺拔的牌匾或创意广告，

也有用启体字书写的诗词、文稿，甚至

电视、报刊上亦用启体字作节目宣传，

启体字已被大家广泛运用。但是，有

人认为用方正字库里的启体字做的牌

匾体现不出启功先生书法的风格和神

韵，比较单薄，还是希望用启功先生亲

自书写的字制作匾额和招牌。经与先

生商议，先生提出可以在他已经写过

的字中选出合适的字，集成牌匾或书

签，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后可以使用。

这件事便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代

他办理，笔者曾向先生建议，由北师大

出版社从先生的作品中，按照国务院

颁布的规范字集一套字库，以备随时

选用。先生说：“好啊！北大方正的启

体字库可叫‘秦书启体’，你们从我的

字中集的可叫‘启书启体’，你们找不

齐，我可以给你们补写。”遗憾的是这

套“启书启体”直到先生逝世也

没有集全，随着先生未发表的

作品逐渐被发现，我们将努力

完善这套字库，作为对先生的

纪念。

2003 年开始，为了满足社

会上集字的需求，启功先生还

专门写过一个声明。

鄙人眼疾未愈，不能题字，

朋友或用书件集字，所集多是

现成招牌、匾额，所集之件，亦

必惠示鄙人过目，一切集成的

题词一概未有。现郑重声明：

（一）所集匾额必由鄙人过

目签字同意；

（二）一切题词俱非鄙人所撰，概

不同意。如有不经启功同意签字的集

字，启功概不承认，集字人应负法律责

任。

启功先生在世时，北师大出版社

严格遵守先生声明的规定，为几十家

单位或个人集过牌匾、校名、书签等。

先生逝世后，虽然不再接待集字，为完

成“启书启体”的工作却没有停止。随

着存在收藏家手中启功先生未发表过

的作品逐渐问世，我们还在搜集所缺

的字，为完善字库继续努力。

可喜的是，这几年在各地书法爱

好者中兴起了研究启功、学习启功之

风，学习和继承启功先生对学术严肃

认真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办展览、开

座谈会交流心得，书艺提高很快，相信

在启功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新一代

书人将茁壮成长，为弘扬中华文化做

出贡献。

明代白玉碗。 清代翡翠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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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艺

术品拍卖强势板

块，人们首先想

起的一定是名家

字画、明清瓷器

等拍场大项，这

些强势品种成交

价 长 期 居 高 不

下，而古琴则属

于杂项范畴，而

杂项从来没在艺

术品市场唱过主

角。但最近十年

来，以中国古琴、

高端珠宝、名家

紫砂壶为代表的

一些杂项珍品逐

渐在艺术品市场

脱颖而出，拍卖价逐年提高，尤其是古琴，

已成为杂项拍卖领域的一支生力军。

自 2009 年以来，古琴在中国艺术品拍

卖市场备受追捧，成交价格迭创新高。如

在中国嘉德 2011 年春季拍卖会“映心有情

——宫廷御瓷珍玩”专场上，一件唐代“大

圣遗音”伏羲式琴经过众多买家的激烈竞

拍，最终以 1.15 亿元的高价成交。可见其

升值潜力丝毫不比名家字画和明清瓷器等

传统大项逊色。

民乐珍品 光芒璀璨

我国民族乐器源远流长，古琴是最古

老 的 乐 器 之 一 ，距 今 已 有 四 千 余 年 的 历

史。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创始之

初，它同瑟与玉磬，被列为堂上之乐，可禁

心载道宣德，地位较高。它的音韵深邃苍

远、空灵飘逸，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琴、棋、书、画”一直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

养性的必修之课。古琴因其清、和、淡、雅

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

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

中居于首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

成“士无故不彻琴瑟”，连孔子亦向师襄学

《文王操》，并自作《龟山操》《将归操》等古

琴曲。春秋时期琴已成为文人的必修乐

器，“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书”等。

据史料记载，孔子、司马相如、蔡邕、蔡

文姬、嵇康、欧阳修、苏轼等都以能弹琴而

著称。现存于世的七百余首古琴曲谱，大

多数也都是出自古代文人之手，尤其是流

传千古的《高山流水》，即“俞伯牙摔琴谢知

音”的典故至今仍在人们的心间，古琴成了

文人雅士的珍藏。中国古琴文化集儒、释、

道思想于一身。以其特立独行的艺术魅

力、哲学意境和丰富厚重的文史底蕴，诠释

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古

典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 琴 的 衰 弱 始 于 明 清 时 期 的 社 会 变

革，随着当时国势飘摇，文人士大夫优裕的

生活逐渐丧失，宫廷专职琴人日趋减少。

特别是清室，与明室琴风盛行不同，皇族不

习琴，所藏的古琴仅被视为古董，琴的实用

性减弱，宫廷琴艺基本停滞，琴的保存和发

展大受影响。

古琴由于其特殊的制作过程和材质等

等原因，每一张琴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相传

明代有专门的斫琴师，选良材、用良工精心

制作一张琴，琴的声音非常好，堪称绝妙。

古琴形制为 7 弦、13 徽，一般长约 3 尺 6 寸 5

（约 120—125 厘 米 左 右），象 征 一 年 365

天。一般宽约 6 寸（20 厘米左右），厚约 2 寸

（6 厘米左右）。琴体下部扁平，上部呈弧形

凸起，分别象征天地。整体形状依凤身形

而制成，其全身与凤身相应，有头、颈、肩、

腰、尾、足。古琴造型优美，常见的为伏羲

式、仲尼式、连珠式、落霞式、灵机式、蕉叶

式、神农式等，主要是依琴体的项、腰形制

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拍场“黑马”备受追捧

中国古琴问世已有数千年，长期以来

一直属文人雅士的珍藏，寻常人家根本难

见其踪影，尤其是清末民初以后，社会动荡

加剧，明代以前的古琴存世量日渐稀少，古

琴已渐渐被现代社会所遗忘。但进入 21 世

纪后，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不断红火，

昔日养在深闺的古琴逐步进入公众的视

野，出现在拍卖领域。古琴从刚参拍时的

不为人重视发展到今天的受市场热捧，已

发展成为投资理财领域不可或缺的收藏佳

品，内地不少一线拍卖公司也开始重点打

造古琴拍卖专场。要问这些年中国艺术品

市场上很受高端买家追捧的杂项门类是什

么？既不是奇石玉器，也不是文房家具，而

是 更 加 稀 有 珍 贵 的“ 古

琴”，古琴已真正成为中国

艺 术 品 市 场 一 匹 脱 缰 的

“黑马”。

早在 2003 年 7 月，古

琴就开始在拍卖市场崭露

头 角 。 在 中 国 嘉 德 2003

春季拍卖中，一张唐代“九

霄环佩”琴拍出 346 万元，

创造了当时古琴拍卖的最

高价格。同年 11 月，号称

“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

夫妇收藏的一张唐代“大

圣 遗 音 ”伏 羲 式 琴 又 以

891 万 元 的 高 价 成 交 ，对

当年的艺术品市场来说，

这可说是天价了，中国古

琴成交价再度创出历史新

高，引发了人们对古琴收

藏的广泛关注。

2009 年秋季，中国古

琴行情在当年的秋拍市场

中强势爆发，一批珍稀古

琴惊艳亮相，高价成交，轰

动 一 时 。 如 在 2009 年 嘉

德秋拍中，一张明代“月露

知音”琴曾以 2184 万元的

成交价再创古琴拍卖纪录

新高。在随后的匡时秋拍

古琴专场中，吴景略先生

收 藏 的 唐 代“ 太 古 遗 音 ”

琴、宋代“龙升雨降”琴和

元代“朱致远修百衲”琴又

分别以 2072 万元、1232 万

元和 582.4万元落槌。

自 2010 年以来，古琴

拍卖更是天价迭出，风光

无限，在 2010 年北京嘉德春拍中，一件晋太

康二年“猿啸青萝”琴以 1904 万元成交。在

2010 年 11 月中旬举行的苏州吴门十周年庆

艺术品拍卖夜场上，一张明代晚期的孔府

“御书堂”乾隆御用无底蕉叶古琴以 5800 万

元拍出。在 2010 年 12 月上旬北京保利五

周年秋拍中，一张北宋宋徽宗御制、清乾隆

帝御铭的“松间石意”琴又创新高，以 1.36

亿元成交，中国古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2011 年 5 月，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

“映心有情——宫廷御瓷珍玩”专场上，一

张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经过众多买家

的激烈竞拍，最终以 1.15 亿元的天价成交，

中国古琴成交价再度登上亿元榜。2011 年

5 月 20 日，北京华辰拍卖行上拍的两张宋

元名琴皆拍出高价，宋元时期杉木制仲尼

式虎啸琴拍至 6555 万元，另件宋元仲尼式

朱致远琴拍至 2415 万元。

2014 年 12 月初，在北京保利秋拍中，一

张明清乾隆御赏“月露知音琴”以 3312 万元

成交。2016 年 10 月，在香港苏富比中国艺

术品秋拍中，一张“清乾隆御制湘江秋碧

琴”以 5560 万港元成交。2018 年 6 月，在中

国嘉德春拍中，一张由陈介祺、田翔千旧藏

“宋代石上流泉仲尼式古琴”拍出 805万元。

虽说中国古琴行情这些年来持续保持

强势，但与明清瓷器和名家字画等高端艺

术品相比，古琴现在的拍卖价并不算很高，

目前好的名家字画价格进入“亿元榜”的比

比皆是，而古琴排位古代“琴棋书画”之首，

且它的存世量又远远小于字画。因此，古

琴收藏的升值空间还很大，值得广大收藏

投资者多加关注。

漫 话 古 琴 收 藏
█ 吴圣元

宋徽宗御制“松石间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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