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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安古称“庐陵”（元代改名“吉安”），素为望郡，不仅
有欧阳修、杨万里等一众英才，还有吉州窑瓷闻名世界。

吉州窑在造型、彩绘、釉色上独树一帜，为中国各类
瓷器谱系中一个重要的品类。大家比较熟悉吉州窑的黑
釉、青釉、乳白釉等经典作品，尤以天目釉瓷产品著称，

“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饮誉中外。其实，吉州窑的
白釉彩绘瓷类也很有名，本来吉州窑在白釉彩绘瓷系对磁
州窑的彩绘工艺有所继承，但磁州窑的白釉彩绘瓷系产品
为釉上彩绘，虽然吉州窑白釉彩绘瓷系产品也有釉上彩
绘，但它吸收了长沙窑的釉下彩绘工艺，现在存世的吉州
窑白釉彩绘瓷系产品有不少釉下彩绘瓷，其中也有釉彩
纹饰。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瓷器珍品中，吉州窑瓷器是一大亮
点。本文遴选数件元代白釉彩绘瓷精品加以鉴赏。

元代吉州窑釉下彩绘开光折枝梅纹盖罐（图1）
这件精美的器物通高10.8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7.6厘

米。该罐整体如小鼓，罐盖子母口，造型规整，继承了北方定窑
的风格。胎色灰白不坚致。盖破补，盖口磕，罐磕缺多处。

盖顶微隆（图2），盖沿短直，施褐色弦纹不等间距三至四
道。盖面杂绘梅竹纹，画风粗犷、写意，画面较满，但却充满生
趣，极富民间喜乐的天真趣味。

桶形腹（图3），微鼓，矮圈，平底。罐内壁有明显的旋轮纹
痕；外腹偏上主圈以两个不完全封闭的对称开光为装饰主图，
其内各绘一折枝梅。开光外为海水波涛纹，口沿下，主圈以下
胫部，各施不等间距弦纹数道。画风也很粗犷，气韵疏朗，天真
有趣。

1972年出土于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青原山。1995年 6月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认为此器为吉州窑典型器形，“纹
饰优美”，并确认为一级文物。

元吉州窑釉下彩绘莲荷双鱼纹盆（图4、5）
1980年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州窑窑址出土。1995年 6月

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确认为一级文物。
该器口径 25.3 厘米，高 6.7 厘米，底径 14.6 厘米。为盛水

器，直口，方唇，浅弧厚腹下收，矮圈足露胎，呈灰白色，施白
釉，全器纹饰用褐彩勾绘，内腹与内底用三弦纹相隔。内壁满
彩绘一周缠枝莲荷花纹，内底宽平，彩绘同向双鱼戏水纹，鱼
尾上翘，口吐着水泡，表现得活灵活现，给人以静中有动的感
觉。外口沿彩绘一周粗弦纹，外腹随意地画了三棵卷草，外圈
足露胎呈灰白色。其花蕊采用剔釉手法装饰，剔釉留白处娴熟
纤细，色彩绚丽。

器身装饰画面繁复不乱，线条粗犷、笔力苍劲，为水墨画
风格，形象逼真、动感，极具民间气息。鱼纹是吉州窑器上常见

的装饰图案，也是宋代瓷品中常见的装饰图样之一。
元吉州窑彩绘秋葵纹折沿盆（图6）
折沿盆高6.7厘米，口径25.3厘米，足径14.6厘米，器型较

大。弧腹壁，内底平坦，圈足。内外壁饰虎皮斑，内底开光内饰
一折枝五瓣秋葵，叶片窄长，刻线为脉。图案写实，描绘工整，
用笔细腻。此器的特色为窑变花釉与褐色彩绘同施于一器上，
装饰效果强烈，为吉州窑罕见之珍品。

1980年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州窑窑址出土。1995年 6月
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确认为一级文物。

该盆窑变花釉与褐色彩绘同施于一器上，装饰效果强烈，
为吉州窑罕见的珍品。

元吉州窑彩绘水波花卉纹枕（图7、8）
瓷枕纵 10.4厘米，横 21.8厘米，高 8.9厘米。为长方形，以

白地褐彩装饰，四面饰长方形开光，内绘对称水波和折枝花
卉，两头正方形开光，内绘花卉纹。其造型端庄，纹饰纤细，
美观大方，为元代吉州窑罕见之珍品。边磕多处，枕面有多
条裂纹。

1980年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州窑窑址出土。1995年 6月
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确认为一级文物。

元吉州窑彩绘海涛纹三足炉（图9）
三足炉高 9.4 厘米，口径 12.1 厘米。炉作圆形，敞口，唇

外凸，短颈，鼓腹，腹下置三乳状足。全器纹饰优美繁缛，
分为四组：第一组口部饰连环“S”纹，第二组颈部饰粗细
弦纹五道，第三组腹部主题为海涛纹，第四组为三足间以
开光形式衬以三朵螺旋纹菊花。足内收，外呈黑色，内呈
白色，全器为白地褐彩，全器施白釉，器内无釉，有明显的
旋削弦纹。

1977年文物商店在江西省清江县（今樟树市）收购。1995
年6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确认为一级文物。

吉州窑烧瓷始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地命
名，当时永和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以上瓷
器虽然烧成于元代由盛转衰期，但由于其前后数百年的烧
造历史，以及拥有众多的名工巧匠，对北方各窑和长沙窑
经验兼收并蓄，并将吉州本土人文情趣用于瓷器装饰上，
所以纹饰优美，被称为珍品。同时，吉州窑是当时江南地
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民窑，它具有浓厚的民间本土风
格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特色，这也是其纹饰优美、广受民
间喜爱的原因。

吉州窑将中原（定窑、磁州窑）的制瓷工艺、长沙窑的制瓷
工艺以及自己丰富的独创烧瓷经验熔于一炉，出现了许多名
工巧匠。它的经验和名工巧匠后来星散各地，对江西地区瓷
业、包括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虢国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一带，是一处规模
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两周时期的大型邦国
公墓，先后经过两次考古钻探与发掘，出土文物 3万余件。虢
仲墓是截至目前虢国墓地已发掘清理的形制最大、规格最高、
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座大墓，出土的玉器不仅器形大、数量
多、类型全、雕琢精，而且造型多样，在周代墓葬考古中极为罕
见，特别是虢仲墓出土的白玉器精美绝伦，充分体现了虢国国
君的等级、地位和财富，是西周时期玉礼文化的典型代表，现
特选其中的数件精品，以飨读者。

龙纹白玉璧（图1）出土于虢仲墓内棺内的殓衾之上。外
径19.1厘米、孔径7.3厘米、厚0.55厘米。由上好的和田白玉精
制而成，局部受沁成黄白色或黄褐色，器身边缘略有磨损痕
迹。玉质较细，微透明。体较厚。正、背面纹样相同，均饰大方流
畅而富于动感的变体抽象龙纹。玉璧是“六器”祭天的礼器。虢
仲墓出土20余件玉璧，其中龙纹白玉璧仅此一件。其质地晶莹
透润，造型规整大气，纹饰线条流畅，富于动感；制作精细，工
艺考究，是虢国玉器中的佼佼者，被誉为镇馆之宝。

素面白玉琮（图2） 出土于虢仲墓墓主头部西侧，通高
2.6 厘米、截面边长 2.1 厘米、射高 0.4 厘米、孔径 1.2 厘米。玉
质细腻，微透明，有黄褐斑。内圆外方，有射。体较矮小，射
较短，四面中部各有一道纵向凹槽。上端射一侧有一斜圆
穿。西周时期玉琮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有的作为“六器”之
一，祭祀大地，有的具有敛尸之功能，有的小型玉琮作为装
饰品。这件玉琮随葬位置在墓主头部，体型较小，近口沿处
有小马蹄形穿孔，这种穿孔玉琮不多见，推测其功能是用来
穿系佩戴的。

多璜组玉佩是西周时期贵族们身份地位的象征。虢国墓
地虢仲墓出土的六璜联珠组玉佩（图3）最为引人注目。它是墓
主人生前挂于胸前的大型佩饰，总长度达140厘米，单件玉器
共计 293件（颗），分为上下两部分。六璜联珠组玉佩中的 6件
玉璜分别是叠尾人首纹璜两件、缠尾双牛首纹璜一件、透雕人
龙纹璜两件、人龙合雕纹璜一件，均为上好的和田白玉制作，
玉质温润细腻。这 6件玉璜器形大，璜体厚，材质好，雕琢精，
配以红玛瑙、绿松石，璀璨夺目，华丽无比，是西周时期一组极
为罕见的白玉精品。

人龙合雕纹璜（图4），长 13.4厘米、宽 3.4厘米、厚 0.3厘
米。白玉，玉质细腻，透明。呈拱弧形，两端有穿孔。器身较薄。
正面饰二组相背人龙合雕纹，侧视人首纹在上，变形龙纹在
下。两端各有一圆穿。此件器物和另外 5件相比，质地稍显单
薄，单面施纹且纹样简略，可能不是同时制作，应是此组玉佩
中的后配之物。

透雕人龙纹璜2件（图5、图6）两璜质地、形制、纹样基本
相同，大小略有差异，一件长 14.8 厘米、宽 3.4 厘米、厚 0.7 厘
米，另一件长 14.3厘米、宽 3.8厘米、厚 0.7厘米，皆白玉材质，
个别部位有黄褐斑。玉质细腻，微透明。透雕。正、背面纹样相
同，饰侧视人首纹，长发曲而上扬，横臣字目，云纹耳，曲肢；人
首纹上端负一侧身回首龙纹，张口，上唇上卷，臣字眼，长尾，
龙爪抓于人首长发之上。身饰重环纹。一端有一个圆穿，另一
端以镂空处为穿。两件璜玉质温润，纹饰精美，其镂雕工艺精
美绝伦，乃同类璜中不可替代的精品。

叠尾人首纹璜2件（图7、图8）尺寸一样，长14.4厘米、宽
3.8厘米、厚0.6厘米，璜的形状、质地、纹样、玉色相同。皆为白
玉，有黄褐斑。玉质温润细腻，微透明。正、背面纹样相同，但方
向相反，皆饰侧视人首纹。长发曲而上扬，张口，横臣字目，云
纹大耳，人体作斜角叠尾状。两端各有一圆穿。经仔细观察，这
两件玉璜一模一样，应是一件玉璧对剖成两璜，是《周礼》中

“半璧为璜”的最直接物证。
缠尾双牛首纹璜（图9）长13.7厘米、宽3.6厘米、厚0.7厘

米。白玉，局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温润细腻，透明。双牛首外
向璜的两端，牛尾于璜的中部相互交缠。犄角向上内卷，阔鼻，

椭方形眼，颈下为作缠绕状的条形身躯。身上饰单排无珠重环
纹，在其条形身躯中部靠近璜身上下两侧各饰均匀纤细的线
纹。正、背面纹样相同。两端各有两个小圆穿孔。

圆锥形玉柄形器（图10） 出土于虢仲墓椁室的西南角。
长20.1厘米，最粗处直径1.7厘米。局部受沁呈黄褐色斑纹。玉
质温润，微透明。整体呈圆锥体。柄部略内束，末端有锥形尖。
柄中部饰凸弦纹。上端顶部为半球形，末端锥尖呈三棱形。器
身饰5组10周凸弦纹，每组纹样间饰螺旋纹。这件玉柄形器是
虢国墓地出土的最长、最重的柄形器。经专家鉴定，系和田玉
之羊脂玉制作而成，纯白如脂，温润晶莹。制作年代为商代。

人形白玉佩（图11） 出土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高
5厘米、宽 1.8厘米、厚 1厘米。玉质温润细腻，透明。人头上有
冠，口微张，臣字目，鼻微凸，双臂趋于胸前，下肢呈跽坐式，臀
部刻有“⊕”符号，足下有短榫，榫上有一小穿。正、背两面纹样
相同。制作年代为商代。

人龙合纹佩（图12） 出土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是
项饰的重要部件，高4.8厘米、宽4.3厘米、厚0.6厘米。白玉，有
黄褐斑。玉质温润细腻，透明度好。正面饰反向双人龙合纹，臣
字眼，凸睛，细长发曲而上扬又下垂。背面素面，有一斜穿。

龙纹方形玉佩（图13） 出土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
是项饰的重要部件，长5.5厘米、宽2.3厘米、厚0.4厘米。白玉，
质地温润细腻，透明度好。作长条形薄片。正面饰四条龙纹，龙
为椭圆形目。两端各有两个小圆孔，分别透穿于背面平面上。
背面有一道纵向切割痕。

凤鸟纹白玉佩（图14） 出土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
长径4.5厘米、短径2.5厘米、厚0.5厘米。白玉，青白色，受沁处
呈黄褐色。玉质温润细腻，半透明。两端各有两个圆穿。椭圆
形，正面略鼓，背面平，正面以椭圆短径为中心两边分别饰纹
样相同的凤鸟纹，尖喙，圆目；背面光素无纹。

虢仲墓出土玉器 1000多件，是两周时期随葬白玉最多的
墓葬。据《虢仲墓出土玉器的科技分析与相关问题》一文披露，
在分析测试的395件（组）玉器中，就有白玉110件，青白玉230
件（组），如此多的白玉，为研究中国的玉文化以及西周的用玉
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了解虢国人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
扇窗。

西周崇尚白色玉，尤其珍褒和田白玉。白玉玉色纯正，温
润而有光泽，质地坚实细密，泛蜡或油脂光泽，深受人们喜爱。
古人认为白玉最为珍贵，西周使用的最为贵重的玉器，一般多
用白玉琢制。西周时期白玉是所有软玉中最重要的品种，是身
份等级的象征，它的使用被严格限制。《礼记·玉藻》记载：“天
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玄玉而朱组绶……”就是说周天子
佩白色玉，用黑色丝带系之；诸侯国君佩青玉，用红色丝带系
之。可见，对古代贵族的佩玉颜色、质地、系玉丝带等，也都有
详细规定。

虢国墓地的玉器除了周天子的赏赐以外，大量的玉器应
出自虢国的治玉作坊。周晚期的青铜器公臣簋铭文记载了虢
国国君虢仲“令公臣司朕百工”，“百工”包括治玉之工匠。虢国
墓地出土了成组的青铜工具，也出土了极为罕见的铁器。由于
铁质砣具的出现和应用，治玉工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
虢都上阳城遗址也发现了铸铜、治玉等手工业作坊，实证了虢
国手工业很发达，拥有大批手工业工人。工匠们已经掌握了
切、磋、琢、磨的玉雕方法，玉器造型纹饰愈加精准，透雕、镂孔
得心应手，线条遒劲有力，钻孔匀称光滑，剔地打磨和表面抛
光技艺达到了很高水平。

玉是美好的象征，玉器是礼仪的载体，玉文化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虢仲墓出土的这批白玉数量之多，类型
之全，工艺之精，玉质之好，在周代考古中实属罕见，极大地丰
富了中国的玉文化，谱写了先秦时代古玉的华丽篇章，对研究
先秦时期人类社会的用玉制度、审美情趣、手工业发展水平以
及政治、经济、文化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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