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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裕）香港苏富比拍
卖公司日前表示，其2022年香港古代书
画秋季拍卖将由萧云从《青山高隐图》及
巨然 《山川归渡图 （又名：溪烟远岫
图）》两幅重要作品领衔。两者皆流传有
绪，海内外出版众多，前者为画家经典之
作，极具诗境；后者罕见于艺术市场。

其中，萧云从（1596年-1673年），擅
画山水，宗法元人，自成一家。此《青山高隐
图》绘制于1649年，尺幅有逾8米之长，画
面恢弘，笔墨表现充实，表现画家心迹在元
代文人画的理念的参照下，融入对自然山

水的观察体悟。此画几经名家之手，出版著
录包括《古缘萃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
年》《历代箸录书目》《木扉藏明遗民画二十
家》等。

巨然为钟陵人（今江苏南京），五代
十国南唐画家，早年即出家为僧，以画山
水有名于时。其笔墨清润而风格多变，多
以长披麻皴作祟山峻岭，配以秀木矾头，
写出江南的天然风景。此 《山川归渡图
（又名：溪烟远岫图）》大约明末清初自
内府流出，为王鉴所庋藏。曾于1929年

“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出，弥足珍贵。

香港苏富比将拍卖两件重要古代书画作品

董家村1号窖藏共发现此鼎3件、
此簋8件。虽然这8件铜器的铭文内容
基本一致，但其风格、行款却不尽相同。
铭文行款分为两种：一种每行 10 字共
11行，另一种每行11字共10行。字体
风格也分为两种：一种铭文字体笔画稍
粗，布局疏朗，纵横皆有行列；另一种则
字体稍瘦长，多用圆笔，笔画较细。

1939年10月 20日，《共产党人》创刊
于延安，每月底出版一期，1941年8月停
刊，历经一年零十个月，共出版19期，刊发
文章196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
办的权威性党内理论刊物。

“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十分必要”

在《共产党人》创刊之际，毛泽东为创
刊号撰写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并欣然题写刊名“共产党人”。毛泽东指出：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刊物，现在
终于实现了，这个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
在当前的时机中，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十分
必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为了使党的
组织能力能够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1938
年 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量发
展党员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中共
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组织不断扩大，但许
多奸细和投机分子也随之混入党内，党内
思想受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影响了党组织的巩固。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策重心在日本
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由抗日转向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仅
在政治、军事方面“限共”“反共”，更在思想
上宣传反共观念、制造反共舆论，对中共党
报党刊的发行出版严密监视、百般阻挠。

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
的任务。”而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的”“广
大群众性的”“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
的”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伟大的工程”，

“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
党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共产党
人》应运而生。

鲜明的办刊特色

《共产党人》版面严肃简约。每期首页
目录都整齐地列出所刊文章题目，除第
16、17期外，每期刊物目录还另设一至两
个专栏，主要有专载、转载、通讯、通讯调
查、支部工作通讯、干部教育通讯、边区乡
村工作通讯、学习通讯等。刊物正文采取竖
行、从右至左的阅读版式，在一些文章的结
尾处，若有1/3以上的版面剩余，则会引用
经典作家相关论述或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
部分内容，既保持版面的整体性、充实性，
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路线、方
针、政策的宣传。

《共产党人》办刊态度灵活却不失严
谨。创刊之初，编委计划每月底出版一期，
1939 年 12 月之后，在抗战形势、缺纸少
墨、印刷困难等客观条件的局限下，其编委
秉持宁缺毋滥、灵活机动的态度，不再固定
发行周期，多则每月发行二至三期，少则数
月一期；每期刊物容量也没有固定限制，多
则有8万余字内容，占80余页篇幅，少则
只有50页。

每期刊物的内容均由编委筛选审核
后，确定10篇左右文章，统一进行排刊出
版。文章内容若有错误，后续刊物会发表更
正声明，体现严谨求实的办刊准则。

《共产党人》内容充实广泛。刊物所发
文章主要为两大类，一是中共中央、中央
政治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青
委等发布的党内文件，涉及关于党的组织
结构、纪律建设、支部工作、群众工作、青
年工作、知识分子、统一战线、整风审查、
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民族问题、财经问
题、宣传鼓动等许多方面的系列重要指示
和决定。二是党内同志撰写的关于党的建

设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的文章，既包括中共
中央领导同志具有理论指导价值的文章；
也包括介绍陕甘宁、鄂豫边、晋察冀、晋冀
豫等抗日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经
验、树立模范典型的文章；还有基层工作
人员叙述根据地实际发展情况的工作汇
报，以及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所作的涉及
乡村经济、阶级关系、支部教育、民族状
况、干群关系等方面的通讯报告。

《共产党人》读者群体明确。编委会在
创刊号中发布启事明确说明：“《共产党人》
是党内刊物，只限于党内同志阅读。《共产
党人》是非卖品，不得向党外出售，凡是读
《共产党人》的每一个同志，都应当好好保
护它，不得遗失。”凸显了《共产党人》不同
于其他公开出版发行刊物的特殊性，作为
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刊布了大量关于党
的机密和重要政治文件，仅限于党内同志
阅读学习。因此，该刊保密要求严格。

第15期《怎样保守<共产党人>的秘密
——读者来信》一文指出：“它是目前党内
唯一的工作指导性质的重要秘密文件。”进
一步强调了《共产党人》的保密性质，要求
所有党员需承担起对《共产党人》保密的义
务，严格按照收发、传阅程序，禁止“像阅读
党的公开刊物《解放》似的”在群众面前阅
读，不得向非党人员转借、传抄，明确指出：

“注意它的安全，也就是注意党的安全。”将
保护刊物安全、保守刊物秘密上升至关乎
党的安危乃至革命成败层面，极端强调了
保守《共产党人》秘密的重要性。

“专门的党报”

《共产党人》作为中共中央创办的权威
性党内理论刊物，首要任务即是帮助中国
共产党、指导中共党员开展党的建设。《共
产党人》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党的建设”
明确为“伟大的工程”，并在出版发行过程
中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为什么建设党、怎
样建设党这一系列问题；首次将党的思想
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相结合，综合全
面、系统权威地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
上完全巩固的”党的建设纲领；首次提出了

“三大法宝”论断，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经验，详尽阐释了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首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创造
性地阐释了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
中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41年8
月，《共产党人》出版至第19期后停刊。

在不到两年的发行时间里，《共产党
人》以其独特的定位、鲜明的特色、明确的
主旨，用严肃简约的版面、充实广泛的内
容、朴实庄重的语言，对统一全党思想、明
确政治方向、巩固党的组织、指导党员工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理
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
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号:
20&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共产党人》：“专门的党报”
唐楚昌

五大名窑之定窑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涧磁村
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在宋代属定州
管辖，曲阳窑瓷器的销售集散地在
定州，因此曲阳生产的瓷器被人们
称为定州瓷。

定窑从唐代开始创烧，当时模
仿名满天下的邢窑而烧制白瓷。晚
唐五代时期定窑的生产规模已经很
大，白瓷质量已具有相当水平，官
府曾派有专门的瓷窑税务使在此收
瓷器税。这一阶段的定窑以烧白瓷
或白中闪青的青白瓷为主，以柴为
燃料。器形有碗、盘、盏托、壶
等。碗口均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
璧形，与邢窑碗相同。

到了宋代，定窑的崛起替代了
邢窑，定窑白瓷成为名满天下的白
瓷产品，其工整素雅的印花产品成
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北宋定窑以
烧白瓷为主，装饰工艺有刻花、划
花、印花等装饰。

1969年，位于河北定县的北宋静
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先后因施工
而被发现，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其中
瓷器有170件，均为定窑的产品，有
碗、盘、杯、碟、盏托、洗、瓶、炉、盒、
罐、净瓶等。这两个塔基分别建于北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北
宋至道元年（995年），为北宋早期。

这两批定窑瓷器，是目前数量
最多、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北
宋早期定窑出土瓷器标本，也说明
在北宋早期，定窑白瓷产品已经是
上等瓷器，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流行。

五大名窑之汝窑

汝窑瓷器因文献中北宋宫廷专
用瓷的记载以及清宫皇家旧藏而闻
名，目前流传存世的汝窑完整器不足
百件，多收藏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
物院，因此汝窑瓷器因其“官窑”身份
及存世稀少而身价倍增，成为宋代五
大名窑中最名贵的瓷器之一。

找到汝窑的窑址曾是陶瓷学者
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在文物工
作者的努力下，在河南省宝丰县清
凉寺附近找到了汝窑的窑址。1986
年至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这个区域进行了6次发掘，发
现窑场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找到
了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揭开了汝
官窑的神秘面纱。不仅传世汝窑器
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同的瓷片标本，
还发现了一些传世品中不见的器
型，例如莲花钵、荷叶碗等，同时
还发现了传世品中未见的装饰有纹
饰的器物，其中以莲纹最常见，更
有鸟、龙形瓷塑，十分罕见。

汝窑瓷器胎质坚硬细腻，呈香
灰色；釉色润泽，釉中加有玛瑙
末。釉色有卵白、天青、豆青、虾
青等，其中以天青色、天蓝色最为
珍贵。一般为满釉支烧，底部有芝
麻大小的支钉痕，一般小器物有三
个支钉痕，大器物有五六个支钉
痕。器型以盘、碟较多，另有碗、
洗、三足樽、瓶、尊、水仙盆等。

目前收藏汝窑器最多的是台北
故宫博物院，约有23件，均为清宫
旧藏，其中13件底部刻有乾隆御题
诗。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其官
窑器稀缺珍贵，不仅促生了明清官
窑仿制之风，在收藏热的今天，汝
窑瓷器的仿制形成了一个产业，既
有仿古造假，也有生活实用器的开
发，以满足爱汝之人的需求。

五大名窑之官窑

南宋人顾文荐老年闲居之时所
作《负暄杂录》中有一句关于北宋
官窑的记录，曰：“宣政间京师自置
窑烧造，名曰官窑”，是指宋徽宗政
和至宣和（1111年至1125年）年
间，朝廷在汴京 （河南开封） 设置
了专门的窑场，被称为官窑。但是
这个官窑遗址的寻找几乎不可能，
因为千年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整
个北宋汴京城已经深埋地下。没有
考古资料的佐证，关于官窑的猜测
众说纷纭。北宋官窑窑址目前仍是
考古学家们探索的目标，而南宋官
窑的面貌随着杭州郊坛下窑和老虎
洞窑的发现而揭示出来，即五大名
窑中的“官窑”。

杭州老虎洞官窑的制坯原料直
接取于附近的山坡，由于含有紫金
土，氧化铁的含量高，高温烧制后
胎色较深，主要为深灰、浅灰和灰
黑色，有的口沿和足沿露胎处呈紫
黑色，俗称为“紫口铁足”。釉层
较厚，釉色以灰青居多。器型主要

有碗、盘、碟、洗、盏、盏托、
杯、钵、罐、盒、盆、瓶、壶、
炉、尊、觚等，其中浅腹圆洗、折
肩瓶、三足奁式炉、圆形套盒等器
与汝官窑的器型几乎一致。老虎洞
窑窑炉为龙窑，基本延续了汝窑的
工艺，只是制作上更加精细。老虎
洞窑的装饰方法减少，只有见于碗
盘外腹部的刻花和套瓶的镂孔两
种，花纹也只有莲瓣纹和缠枝花
纹，更多的器物以釉色取胜，发展
出厚釉的装饰效果。

郊坛下官窑是南宋建立的第二
个官窑，位于杭州上城区乌龟山西
麓。1985-1988年，考古部门对遗
址进行了发掘，全面揭示了郊坛下
官窑的面貌。郊坛下官窑约建于绍
兴十三年 （1143 年） 至淳熙六年
（1179年） 间，此时南宋政权已逐
步稳定，宫廷用瓷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郊坛下窑已采用多次素烧、多
次上釉的工艺生产薄胎厚釉青瓷，
把青瓷的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
度。其产品胎质细腻，胎土是以瓷
石加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氧化
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提高铝的
含量能提高抗变形能力，使胎壁更
薄；而氧化铁含量高的胎土色深灰
（黑），色调深沉，有利于釉面的玉
质感。器型种类齐全，满足宫廷生
活各方面的需求。器物以素面为
主，花纹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模
印、堆贴、雕镂。纹饰主要有莲
花、牡丹、蕉叶等植物纹；龙、
凤、兽面等动物纹；弦纹、回纹、
云雷纹、乳钉纹等仿古纹饰。

传世的官窑器主要是清宫旧
藏，目前主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约 107 件，有乾隆御题诗的约 20
件）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约27件）。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3件上海青浦元代
任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是目前
少有的几件墓葬出土的官窑青瓷器。

五大名窑之钧窑

钧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神逅

镇一带，钧窑瓷器以艳丽的窑变釉
和温润的乳光釉而闻名于世。高温
铜红彩和铜红釉的创烧，是对中国
陶瓷发展的重要贡献。铜红釉是采
用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窑炉的还原
气氛中形成红色，器物表面釉色青
中带红如蓝天中的晚霞。后来发展
形成的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
鸡血红等多种窑变，是当时其他窑
口所不及的，形成钧窑独特的风格
和成就。北京和台北两地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传世钧窑器中有很多出戟
尊、底部带编号的花盆、鼓钉洗、
海棠盆等代表性陈设瓷，色彩艳丽
多变，成为钧窑代表性器物。

钧窑瓷器自创烧以来，就以其
惊艳的色彩和千变万化的窑变而备
受喜爱，元明清三代官窑均有仿
制。钧瓷特有的素烧并多次施釉的

厚釉工艺，形成一种乳浊玻璃质感
的釉层，配以艳丽而自然交融的色
彩，造就了钧瓷与众不同的神韵与
气质。18-19世纪，西方在学习并
仿制中国瓷器的过程中，对钧瓷窑
变技术仿制的成功，成为西方制瓷
技术进步的一个阶梯。

五大名窑之哥窑

哥窑虽然列为五大名窑，但其
具体窑址和面貌在陶瓷学界还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哥窑的信
息主要来自于文献中的记录。哥窑
被列入五大名窑源自明代宣德年间
礼部尚书吕震等人奉旨编撰的《宣
德鼎彝谱》，书中有云:“……内库
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
器皿，款式典雅者”。

目前对哥窑器物的认识主要来
自传世的收藏品，主要收藏在北京
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
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海外收
藏机构。传世哥窑器的显著特征就
是釉面开片，呈现出“金丝铁线”
般网状，即较粗的黑色裂纹线条交
织着较细密的红或黄色裂纹线条。
釉面开裂原本是瓷器烧制中的缺
陷，这种缺陷产生的独特美感，让
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
并在生产中掌握了人为让釉面开裂
的技术。

哥窑窑址在何处？这是一直牵
动陶瓷学者的一个谜团。虽然目前
发 现 了 几 个 类 似 哥 窑 产 地 的 窑
址，但是与传世哥窑器比对后仍
不能确定其为哥窑遗址。哥窑窑
址的探寻和争论仍在持续中，哥
窑瓷器的独特风格和美感自面世
之日起就一直被人们追捧，元明
清三代对哥窑瓷器均有仿制，明
成化、清乾隆等时期都有精美的仿
哥窑瓷器流传下来。

复古风尚——宋代仿古瓷器

宋代瓷器中出现了大量仿商周
青铜器、玉器的礼器，成为宋代文
化内涵中重要的一环。

北宋初期，朝廷宗庙祭祀追求
恢复“三代之典”，北宋学者聂崇义
编撰的《三礼图》正是顺应了这种
需求，这可以看作是宋代瓷器仿古
制作的先声。随后欧阳修的《集古
录》、吕大临著的《考古图》以及北
宋徽宗时期，设置议礼局，建造宣
和殿，向民间搜求古器，宋徽宗下
令编撰《宣和博古图》，把仿古风尚
推向了高潮。

古器物学兴起的另一个根源，
是宋代理学思潮的兴盛，理学的核
心思想在于儒家的礼治。宋代实行

“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德致治”
的统治政策，文人拥有很高的社会
地位，文人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程式化生活方式，以此来显
示自身的优越性，其喜好和审美
需求左右了时代风尚，成为仿古
风尚的推动者。宋代文人书房陈
设中，花瓶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
器皿，仿古瓷花瓶是这种礼器生
活化的表现。睹物怀古、寄托理
想的情怀不仅影响到文人对器物的
审美，对当时瓷器产品的设计制作
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代使用陶瓷礼器的时间大约
在北宋中后期，宋神宗元丰元年，
为了表示祀天“尚质贵诚之意”，祭
器中如簋、尊、豆等使用了陶瓷
器。南宋高宗中兴复古，于绍兴十
四年（1144年）成立礼器局，大量
使用陶瓷礼器，将仿古陶瓷推向了
顶峰。官窑仿古青铜礼器瓷器的制
作，以及各阶层好古风尚的蔓延，
也带动了民间窑场产品设计的改
变，如鬲式炉、簋式炉、鼎式炉、
贯耳瓶、觚式瓶等仿古瓷器也成为
民用产品的一部分。炉是用于焚香
的器皿，瓶、壶多用于插花。

宋代瓷器模仿铜器的造型和装
饰是带有普遍性的，五大名窑及民
窑均烧制仿古瓷器，使用范围遍布
大江南北。目前各大博物馆收藏的
宋代仿古瓷器的来源一是清宫旧
藏，二是墓葬、遗址、窖藏出土的。

仿古瓷器的风尚一直延续到明
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 20
世纪40年代初就指出：“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宋代崇尚文治，历届君
王都酷爱文化艺术，尤其是宋徽
宗、宋高宗，更是卓有成就的艺术
家。好古尚古之风自宫廷开始，逐
步蔓延至民间，仿古瓷器成为宋代
瓷器中独具特色的一类。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此鼎（甲）

宋代五大名窑及复古风尚
杨桂梅

◀此鼎 （甲） 西周晚期 1975 年
岐山县京当公社董家村1号窖藏出土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

期，目前全国发现的宋代瓷器窑址遍及130多

个县市，可以用“遍地开花，区域特色”来

形容宋代的瓷器生产，五大名窑在宋代就已

是藏家追捧的对象。宋代瓷业有两大显著特

征，一是瓷器行业前所未有的壮大，形成了

许多名窑名品。二是开创了陶瓷美学新境

界，瓷器重釉色之质感，重釉色之沉静素

雅，如芙蓉出水，给人一种宁静、含蓄、圆

融的理性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神追求与审美意识。

◀
北
宋
钧
窑
花
盆

▲北宋汝窑青釉莲花钵

▲南宋官窑青釉贯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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