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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珠宝宝盆盆景景，，淡淡妆妆浓浓抹抹总总相相宜宜
——— 省博圆明园特展寻宝(上)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姚家地区的家长和孩子
有福啦，咱身边的山东博物
馆、山东美术馆不仅藏品丰
富，而且陆续开设了体验式
课堂。各种有趣的活动能助
孩子们实现梦想，就像是家
门口开设的梦想城堡。本期

《新姚家》，记者就为您介绍
一下近期两馆体验式课堂的
活动情况。

自然教室探寻牙齿

的秘密

如果您家的小宝贝喜欢
探索自然的话，一定要来山
东博物馆的“自然教室”看一
看。自然课堂位于省博“贝林
号非洲科考车”内，从去年底
运行以来，已经有上百“乘
客”搭乘“贝林号”去探索。

据了解，“贝林号非洲科
考车”借助多媒体平台，演绎
动物迁徙的壮观场景，分门
别类介绍不同食物链中的野
生动物，使观众们了解到动
物们不同的生活习性和种族
本领。通过有趣好玩的探险
赛车游戏、“大迁徙”跳棋等，

让观众与迁徙的动物进行互
动。

省博工作人员介绍，四
月份，“贝林号”将再度“拔
锚”启程，招募“乘客”牵手各
种可爱的非洲野生动物。小
朋友们可以在“自然教室”中
徜徉，一起探寻动物的适应
能力——— 牙齿的秘密。

据了解，此次活动设定
了《动物的适应能力》和《多
彩非洲》两次课程，面向7-
12岁青少年，每次限额20人，
并且要求同一主题两次课程
全部参加。地点是在山东博

物馆三楼16号展厅的“贝林
号非洲科考车”。

周六咱也来当考古

学家

您家的孩子想知道神秘
的考古发掘背后的秘密吗？
想身穿考古服装，手拿专业
考古工具，挖掘出专属于自
己的文物吗？那就快来山东
博物馆“模拟考古坊”，一圆
考古梦吧。

据山东博物馆工作人员
介绍，“模拟考古坊”是依托

山东考古馆策划的一个常设
教育推广项目，它借助“话说
考古”和“考古成就展”两个
展厅，融合山东历史文化展，
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和
娱乐性相结合，把高深的文
物知识科普化、生动化，让青
少年参与其中。

据介绍，每周六9 :30-
11:00和14:00-15:30，山东博
物馆三楼13号展厅都有“模
拟考古坊”的互动活动。活动
面向9-13岁青少年，每场活
动限制10人参加，先到先得，
额满为止。

孔子学堂里学国学

爱好传统文化的您，一
定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国学素
养吧。想让孩子重温孔子教
学的氛围吗？想让孩子身穿
汉服，手持竹简大声诵读《论
语》吗？想让孩子了解有关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生平
事迹吗？抓紧报名参与孔子
学堂活动吧。

据了解，孔子学堂的国
学课内容包括孔子生平、儒
家经典精讲、儒家经典诵读、
山东历史文化等。教学方式

灵活多样，寓教于乐，让孩子
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
传统文化知识，在潜移默化
中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每周日10:00-11:00和
14:00-15:00，在山东博物馆
一楼孔子学堂都有活动开
展。只要是7岁以上青少年都
可以报名，当然啦，名额有
限，每场限30人，也需要您提
前预约。

寻觅春天户外写生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
节，冰雪融化、绿意萌发，这
样充满生机的美景怎么能错
过呢？让孩子跟随同龄人去
寻觅春天足迹吧。4月11日，
山东美术馆邀请小朋友一起
外出绘画，在喧闹的城市中
倾听自然之音，寻找生命的
真谛。

本次活动不仅有专业的
绘画老师传授绘画技法，而
且为广大爱好绘画的同学提
供免费的绘画工具，让更多
小朋友在美术馆独特的教学
方法中快乐学习成长。此外，
山东美术馆还策划了其他活
动，随时为您服务。

体体验验式式课课堂堂，，家家门门口口的的梦梦想想城城堡堡
走进“两馆”，在游戏中学知识

近期，圆明园特展成为省博展览的“人气之王”，
除了著名的四兽首铜像外，其他的文物也大多出身不
凡。在特展中，两株由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
年间的“铜胎画珐琅玉石百宝花鸟盆景”以其精湛的
做工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今天，记者带您一探究
竟，挖挖宝贝背后的故事。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配角”花盆出身不凡

“远处看以为是盆
中载的荷花，走近一瞧
居然是用玉石制作的，
连花瓣的纹路都很清
晰，活灵活现，真是了不
起。”一位中年女性参观
者感叹道。

虽然很精美，可不
少观众也好奇，“铜胎画
珐琅玉石百宝花鸟盆
景”，这么长的名字究竟
有什么含义呢？先来跟
您聊聊“铜胎画珐琅”
吧。通俗来说，这是一种
清代北京地区的烧瓷技
艺。讲的是这件宝物的
花盆，别看是“配角”，人
家出身可不一般呢。

据说这种工艺原先
并非国产货，而是明代
弘治年间，由西洋传入
我国的。十七世纪末，清
廷开放海禁，借着地利
之便，广州的不少画师、
工匠首先学会了铜胎画
珐琅的技艺，开始大量
制作这类器具。

这种舶来品技艺高
超、富丽堂皇，很快打开
了市场，连康熙帝也很
喜欢，康熙皇帝专门下
旨征召广州画师、工匠
和法国传教士入朝，制

作铜胎画珐琅器。到了
乾隆时期，这种工艺进
入全盛期，经过工匠的
改良，融入了浓郁的汉
民族特色。

铜胎画珐琅器，在
工艺上近似景泰蓝，在
装饰上又有瓷器的风
貌，所以它既具有景泰
蓝厚重、端庄的特色，又
有瓷器明丽、清雅的风
采，构成了独具一格的
艺术特征。

花盆用的是铜胎，
撇口，深弧腹，圈足，器
形周正。采用画珐琅工
艺，通体天青色珐琅釉
为地，口沿施以酱彩，
口沿下绘一圈花叶纹，
圈足绘连续回文。图案
上看，花盆腹部绘折枝
花卉、瓜纹、藕节和蝴
蝶，这些图案可不仅仅
是为了装饰，其中包含
着“瓜瓞绵绵”的吉祥
之 意 ，象 征 着 子 孙 昌
盛，兴旺发达。

这件花盆的釉色有
白、红、蓝、黄、橙、粉、
绿、青、紫诸色，釉料莹
润、色彩明丽，是乾隆时
期铜胎画珐琅器中的佳
作。

瞧完盆身，再来看看盆景
的主体。盆景的整体布置，展
现了一幅美丽的夏日荷塘景
色。匠师们用心做了一番艺术
设计，把荷花、荷叶、莲蓬、蜻
蜓、蝉融入其中，环环相扣，真
实还原了夏日荷塘的风景。

再看其中的细节，荷叶或
碧绿或枯黄，荷花或盛开或蓓
蕾，姿态竟然无一雷同。花瓣
和荷叶的每一丝纹路清晰可
见，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逼真还不是最神奇的，您
知道这盆景是用什么材料制
作的吗？“玉石百宝花鸟盆景”
还有点笼统，这盆景用的可是
天然的木材、玉石、玛瑙、螺钿
等材料。只看原料就已经是价

值不菲了，最妙的是，选材并
非一味追求奢华，而是物尽其
用，各尽其美。

用翡翠来雕刻成荷叶、莲
蓬以及蜻蜓的身体，用白玉雕
刻荷花花瓣，用红玛瑙雕蜻蜓
头部，用墨玉雕刻成蝉，螺钿
则被用来装饰花蕊。玉片打磨
至透明作为虫翼几乎可以以
假乱真，工艺的高妙可略见一
斑。盆内辅以水纹铺垫，更增
添几分水色。看到这里，您是
不是对古代的能工巧匠更加
心生膜拜了？

当然，如此贵重的盆景也
不是寻常百姓家用得起的，属
于乾隆时期的皇家御用之物。
这种类型的盆景现存样式比较

丰富，它们均是由清代养心殿
造办处的“玉作”、“牙作”、“累
丝作”等多个部门联合制作的。

这件盆景，主要是“玉作”
和“累丝作”合制，其中“累丝
作”制铜胎画珐琅花盆，“玉
作”制主景。盆花与盆交映生
辉，堪称乾隆时期室内家具陈
设中盆景赏玩之珍品。况且能
够成对地完整保存，更为难
得。

说到这里，您肯定好奇
了，这两株盆景究竟价值几何
呢？2009年，同款文物曾经出
现在“秋水文章”——— 私家藏
文房雅玩专场秋季拍卖会上，
当时拍出了160多万的价格。
是不是对它们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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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博孔子学堂的授课场景。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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