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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器的雅致
! 拾 梦

! ! ! !我不会喝酒! 但我喜欢漂亮的水晶酒器!还

买过几个玩儿" 喝酒的朋友很不以为然!说我荒

废了这些酒杯的#青春$% 那又何妨& 不会弹琴的

人还有在家里放一架钢琴的呢%

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玻璃器皿!家里有一对当

时很流行的红色鱼形花瓶!我百看不厌!幼小的

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物欲!觉得这一定是我以后

要继承的#传家宝$% 后来花瓶打碎了!我的继承

梦也破灭了%

! ! ! !如何区别水晶杯与玻璃杯？
!" 比价格：水晶杯的价格要比

普通酒杯贵。红酒杯的水晶含量，
决定了它的价格和品质。

#" 看清透度：上乘酒杯通常杯
壁更薄，外观透亮度更好。水晶杯
能更加真确和清晰地反映酒色。

$" 摸杯壁硬度：水晶杯一般带
有比普通玻璃更强的硬度，较耐磨
损。

%" 看折光性：水晶能吸收光
泽，故对着光线旋转水晶杯，水晶
有双折射现象，像精美的工艺品，
而普通玻璃器皿没光泽度更无折
光性 。

&" 听声音：轻轻敲击，玻璃发
出“咔、咔”声，水晶为清脆的金属
声，伴有嗡嗡的回音。

'" 体手感：水晶的冰凉感觉持
久，但手握玻璃会感觉温热，且传
热速度快！

(" 闻香气：水晶杯中的葡萄酒
气味很清新、干净、浓郁。玻璃杯子
的酒气味变得很闷，而且气味不那
么浓郁了。

)" 测重量：同样大小的两个酒
杯，水晶制品要比玻璃重。

! ! ! !我第一次见识了欧洲的古董玻璃器皿，是
在寄卖商店。特别痴迷由黄、褐、蓝、绿等色组
成风景、花卉等图案的玻璃器皿，有花瓶、酒具
和灯罩等。工艺很复杂，利用多层颜色的玻璃，
像雕玉那样地琢磨切割而成图案。在灯光照耀
下，散发着欧洲古典油画的气息。店里的老法
师说这叫“加莱”。后来才知道，这是 !*世纪法
国玻璃艺术大师艾米里·加莱（!+,-. /0--"）的
作品。
还有一种乳白色像磨砂玻璃感觉的器皿，有花

瓶、果盘、盛酒器、香水瓶等，往往装饰有女神浮雕，或
者是动物或花组合成的造型。这是另一位 !*##1世纪
法国玻璃艺术大师勒内·儒勒·拉利克（2.3" 45-.6

70-,85.）的作品。国内玩家有时候容易把他与前者的
名字搞混。其实很好区分，加莱的作品更有古典感和
田园感，拉利克的作品则有很明显的时
尚设计感。他俩的作品都是欧洲新艺术
运动的产物。

不过，这两位的玻璃器那时就很贵，
我也只能看看。
玻璃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据

研究，公元前 !'世纪，古埃及出现了玻
璃珠子和玻璃镶嵌片。公元前 !&&1年至
公元前 !&11年之间，在古埃及和两河
流域出现了玻璃器皿。公元前 % 世纪
埃及又发明了玻璃铸模工艺、车花、镌
刻和镀金工艺。公元前 ! 世纪叙利亚
人创造了吹制工艺，可以将玻璃液随心
所欲地吹成各种形态的器
皿。以后相继出现了模具吹
制法，这是批量玻璃器皿生
产的开始。公元 !世纪，罗马
成为玻璃制造业的中心。罗
马帝国的玻璃工艺有吹制、
吹模、切割、雕刻、镌刻、缠
丝、镀金等。

中国早期玻璃器物如春
秋战国蜻蜓眼珠子，有着明
显的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痕
迹。唐朝王翰诗“葡萄美酒夜
光杯”中“夜光杯”，到底是用
什么材料做的，一直争论不
休。有人用一种地方玉做了
小酒杯，说这就是“夜光杯”，
我怎么看都找不到“夜光”的
感觉，想必唐朝人审美不会
那么低。我以为从丝绸之路
过来的玻璃杯可能性比较
大。玻璃在那个时代的中国
还属于稀罕物。中国古人把玻璃称为琉璃，后来又把
用玻璃做成的器物称为“料器”。中国古人崇尚玉，也
以把玻璃做得有玉质感为上，而不追求西方玻璃的透
明亮泽。
喜欢玻璃器的人很多，在此且不论那些收藏古董

级玻璃器者和各种高科技含量的玻璃，只说说我们日
常可以使用或作为家居摆设的经典玻璃器。
看上去差不多样子的玻璃酒杯，有的只卖几十块

钱，有的却要卖几千块；相似的玻璃果盘，有的只卖几
百块，有的却要十几万。区别何在？这不仅仅是品牌原
因，更主要的是制作技艺和成本造成的。
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就不讲了。简单来说，如果

是无色玻璃那就要区分水晶玻璃和普通玻璃。水晶玻
璃纯净度高，硬度高，更透明纯净，光泽好，叩之声音
清亮，是制作高级玻璃器皿和艺术品的首选。虽然如
今工业生产得出大面积的玻璃板，但我们还是做不出
体积大的水晶玻璃。高级玻璃器皿，首先要做出高纯
净的水晶玻璃，然后根据造型切割打磨，其难度尤甚
于玉雕，因为玻璃脆。另外，水晶玻璃制成后还要经受

内应力变化的考验，往往会因为内应力变化而裂开，
前功尽弃。过去老克勒买水晶玻璃器皿时会问出厂日
期，越早越好，一年半载以后，其内在结构就稳定了。
所以，水晶玻璃器皿，越大越难得，越大越贵。
鉴别高级水晶玻璃器的方法不少，其中有一个窍

门，就是因为它是用手工切割打磨制成的，所以口沿
以及各个转折线摸上去都比较“锐利”“挺括”。这点倒
跟鉴别中国古代玉器的窍门很接近。
车料玻璃是水晶玻璃器皿的一种刻花工艺，当然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鉴别。那些口沿和边线圆润的“车
料”都值得怀疑，仔细查看，还会找到批量模制范线痕
迹。那些价格很低廉的水晶玻璃器和车料玻璃，基本
都是这一路。

世界上水晶玻璃做得最纯净透明的当属奥地利
的施华洛世奇了，它以模仿出接近钻石的光感为能

事。曾见过一套施华洛世奇高脚杯仿
品，其亮度差别非常明显。仿品如果真
能做到像真品，成本也很高了，制假者
才不会做亏本买卖。
水晶玻璃器中最具贵族气的当属

法国的巴卡拉，它当年为一些国王定
制的器皿款式至今还很受欢迎。那些
具有复杂精致切面的传统器皿，当然
非常贵。尤其其中含有红色的更贵，不
仅因为那是掺了黄金形成的颜色，更
在于其工艺的复杂。据说，当年俄国沙
皇每晚喝酒都要摔碎他用过的巴卡拉
酒杯，以显示他“豪”气。而这些碎玻璃

都会被运回法国回炉，真
不舍得扔。

车制水晶玻璃之外，
大家都很熟悉吹制玻璃。
各种影像资料里，工匠憋
着气儿使劲吹的镜头很常
见。吹制玻璃最著名的产
地，非威尼斯玻璃岛莫属。
其特点在于色彩绚丽、造
型多样。很多人去威尼斯
都会买些玻璃玩意儿。
我还曾在上海亲自吹

过一件玻璃器。那是好多
年前，上海出现了首个供
玻璃爱好者玩的玻璃作
坊，我在那里吹了一个笔
筒。实在太费劲了，以后就
没再敢玩。

如今玻璃的制作工
艺非常繁多，各个厂家和
艺匠都各有自己都绝招。

我曾在加拿大买过一个艺术家制作的玻璃镇纸，里
面有一个幻彩的水母，不同角度看都很美妙。还有一
件名家做的小青蛙，惟妙惟肖，嫌贵，下不去手，至今
惦记。
现在上海有很多人玩制作玻璃作品。学做玻璃的

地方还不少，如上海美术学院的玻璃专业，市中心有
杨惠姗琉璃博物馆，宝山地区还有上海玻璃博物馆。
专业的玻璃艺匠近年也不断崭露头角。多年前，我在
网上认识了一位古琉璃收藏家“琉璃牧之”，后来他也
投身设计制作玻璃器，主要是茶席和香席用具，颇雅。

用玻璃制作茶器、香具和文房用品，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一位已故日本玻璃名匠制作的砚台，深蓝色的
自然造型玻璃，像一团半透明的柔软果冻，只有一个
地方显现了人工切割的痕迹，那就是带有磨砂质感的
砚池。我常念想，在这泓碧潭般的砚台上磨墨，会是怎
样一种感觉……
玻璃器还是有雅俗之分的，最难消受的是一些风

水师推销的玻璃“神器”，不能做美一些吗？美岂不是
最好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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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巴卡拉 !"##"$"%哈酷系列酒杯

" 奥地利 &'()(*

手工杯

" &+,-,. 礼铎 ),#"/%,$ 系列手工水晶玻璃醒酒器

" 琉璃牧之的玻璃茶器

" 法国艾米里!加莱"!+,-. /0--"#玻璃作品

" 法国 01.,2 *".+31,

的玻璃酒具

" 法国 01.,2 *".+31,

的玻璃作品

" 4"##"$"% 为沙皇尼

古拉二世设计的酒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