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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 ! ! !这两天，打开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网
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马年话马”专
题，其中展示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许多
和马相关的文物，让人们对于这位人类
自古以来的“挚友”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
认识。

在众多与马有关的文物中，各类唐
三彩陶马以及骑马俑最能展现大唐盛世
的风采。唐代的养马业空前繁荣，在唐
三彩中，马的形体尤为俊逸潇洒。唐太
宗李世民有饮马诗云：“骏骨饮长泾，奔
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紫。水
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
波龙种生。”对照所遗留的唐三彩陶马，
可谓所言不虚。

唐代彩色釉陶通常被称为唐三彩，
以黄、绿、白三色最为常见，像唐代的彩
绘彩色釉陶骑马女俑，造型准确，形象生
动，写实逼真。马的头部略小，脖颈粗壮
强健，眼睛炯炯有神，臀部精壮浑圆，腿
颈细长。马的毛色雪白，马鬃梳剪整齐，
马尾挽成一个小髻，鞍勒装饰更极尽豪
华。头部微微靠左，富有动感，活脱脱一
匹栩栩如生、神形兼备的神骏宝马。整
件陶俑色彩丰富，工艺精湛，代表了唐三
彩制作的高度水准。其也成为了上海博
物馆“馆藏珍品百选”中的一员。
唐代的工匠们，以熟练的技术、流畅

的造型、生动地塑造了比例匀称、彪健有
力、神健气足的骏马形象。像上海博物
馆收藏的唐代的彩色釉陶马、黄釉陶马
和青釉陶马，虽然他们的制作工艺并不
完全相同，但是在表现马的精神方面，却
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之下，在网上展
示的明代彩色釉陶马在制作工艺，以及
马的形态上，与唐代有天壤之别。

早在唐、宋以前就有生肖陶俑出现，
古人把各种属相头安在人身体上，塑成
了兽头人身俑，把它们摆在堂上供奉，或
葬于墓室中。据研究，当时古人认为，人
死后进入下一世界阴曹地府，也得有生
肖相随。
相比陪葬使用的陶俑，在文人书房

中与马有关的物品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笔筒由于其在文房中的特殊地位
以及在画面布局中的多样性，使得工匠
们在表现上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像
上博收藏的明代剔红伯乐相马图笔筒、
清代仿王梅邻浮雕骏马竹笔筒等都是其
中的代表作。前者采用漆雕中的剔红工
艺，利用通景的方式将伯乐相马的故事
展现得淋漓精致。后者则是竹雕工艺的
典型代表。王梅邻世代为嘉定竹刻名家，
这件笔筒虽然是仿王梅邻的作品，但是
在工艺上洋洋洒洒，工整俊秀，以刀代
笔，流畅稳健。

马是中国历代画家极喜描绘的传
统题材之一，绘画史上曾出现过众多
画马的能手，而来自西方的郎世宁则
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息。据有关专家
介绍，郎世宁在清宫内的画马作品，大
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郎世宁是
奉皇帝之命，对照着真马所画的写生
画，这部分马都是蒙古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等向清朝皇帝进献的贡品，
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自在驈图》
轴、《英骥子图》轴、《万吉骦图》轴、《阚
虎骝图》轴；第二类是郎世宁根据自己
的观察、体会而创作的画幅。这些画幅
中的马匹，并不确指某一名驹，而是在
综合、融汇各种马匹形象的基础上创
造出来的。由于郎世宁不是对着某匹

名马写生的，所以更能充分发挥其想
象力，图中的马匹愈加显得活泼自然、
生动有趣，像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他
的《柳阴立马图》。
提起画马名家，许多人想到徐悲鸿。

而徐悲鸿最崇拜的画家是海派名家任伯
年。徐悲鸿一生崇拜任伯年，自说是任
伯年“后身”，因任伯年死的那天，正是
徐悲鸿出生之日。想不到，任伯年 !"岁
去世，徐悲鸿也只活了 !"岁。任伯年画
的马在他所在的年代可谓是划时代的，
从魏晋以来的画马中，基本上都是以工
笔画之。任颐则一反前人之技法，画出
来别具风格的写意马。他的画马一方面
具有婉约之风，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马之
神态，上博收藏的《支遁爱马图》以东晋
名僧支遁爱马为题材。图右侧画一丛芭
蕉，支遁扶杖伫立其下，观赏骏马。马则
扬蹄，作昂首回礼状。其画法出自任薰
一派，远追陈洪绶的笔调。而马的笔法，
又参以任熊等人的笔致。二者结合，生
动自然，这是任颐绘画的高妙所在。画
上自署：“铭常仁五兄大人雅属，即请正
之。光绪丙子新秋，伯年任颐写于海上
客齐。”钤“任颐印信长寿”白文印。是他
三十七岁所作。

到了近代，随着工艺美术蓬勃发
展，各类技术臻于完备，马的形象也是
喜闻乐见的主要题材，使用珍贵的材
质，通过圆雕的方式来表现马的形态屡
见不鲜，而又往往能与传统的喜庆吉祥
寓意相结合，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翡翠马、玛瑙马、
青金石马、近代玉马支神等。进入明清
以及近代，生肖头像加上人身更具备了
观赏的作用。

! ! ! !进入马年，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举行的马文
化系列展览成为了一大亮点。
《骁腾万里———中国古代马文化展》目前正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汇集了历代有
关马的文物精品 #!$余件。展览分五部分，分别
是“六畜之首，一马当先———马的驯养”、“玉鞍金
羁，车水马龙———马与交通”、“金戈铁马，千乘万
骑———马与战争”，“健儿快马，戏舞蹁跹———马
与娱乐”、“骐骥驰骋，天马悠悠———马与艺术”，
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古代马文化。
位于展厅首位的文物是一个青铜马，造型简

单憨厚，还没有手掌大却大有来头。它出土于延
安市甘泉县，这件商代的文物是国内发现最早的
青铜马圆雕艺术品之一。据悉，这也是这件文物
首次对公众展出。其他比较特别的展品中，有陕
博馆藏的秦鞍马、唐三彩鞍马，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的唐彩绘泥鞍马，青海省湟中县博物馆
的北朝胡僧骑马俑等。展览将展出至 %月 &!日。

《天马迎春———甲午年马文化文物特展》则
在安阳博物馆举办。通过陈列展示从殷商时期直
至近现代的各类与马有关的文物藏品，阐释以“吉祥”为
核心的马文化，提示马文化所蕴含的吉祥、祝福、成功等
象征意义，增添春节欢乐喜庆的氛围。

展览共展出各类与马有关文物 #'$余件，既有安阳博
物馆藏商代车马器，又有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和安阳市考
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马”字甲骨、陶马俑，还有社会各界
藏家援助的马形瓦当、玺印、封泥和拓片等，特别是还展出
了徐悲鸿的骏马绘画真迹。展览预计展出至 '月 '#日。
北京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御马摇铃》展览，分为“乘

马在厩”、“马鸣风萧”和“鞍马生活”'个部分组成，分别
展示了人们驯马为出行工具、与马为战友驰骋沙场，以及
马在人们生活中与思想上的影响等内容，突出了长期以
来马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其他的展品中，包括一组 "件民国小瓷马，将马的各

种动作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刻画得细致入微；道光皇帝
之孙载瀛的画马立轴在众多中国画画马作品中独树一
帜。序厅中一对来自中南海的铜卧马更是整个展览中的
亮点，这对铜马原位于中南海居仁堂。居仁堂原为海晏
堂，是 #($%年建成的一座二层欧式建筑，供慈禧专门接
待外国女宾之用。这对铜卧马作为当时的建筑装饰之一，
既有皇家雕塑的华贵，又具西方雕塑的体积感和写实性，
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展览将展出至 '月 &'日。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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