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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清光绪青花婴戏图

碗撇口，弧腹，圈足。外壁以青花装

饰，发色灰蓝，口沿和足墙各有青花

双 环 线 一 周 。 外 底 有

青 花 “ 大 清 光 绪 年

制”六字楷书款。

碗 外 壁 绘 两 组 婴

戏 图 ， 两 组 图 间 以 树

木 、 山 石 、 花 卉 相

隔 。 婴 孩 或 穿 肚 兜 ，

或 穿 宽 衣 肥 裤 ， 嬉 戏

玩耍，天真可爱。

以 儿 童 游 戏 为 装

饰 题 材 称 为 “ 婴 戏

图”，是瓷器装饰的典

型 纹 样 之 一 。 婴 戏 图

最 早 见 于 唐 代 长 沙 窑

瓷 器 。 清 代 瓷 器 上 出

现 婴 戏 图 ， 缘 于 清 代

康 熙 朝 社 会 生 活 稳

定 、 人 口 增 长 较 快 的

社会背景。婴戏图成为民间艺术中常

见画面，并使宫廷艺术品受到影响。

同治、光绪时期婴戏图也多见。

源于生活的灵感与兴趣

朱启钤 4 岁时，便随母在外公傅

寿彤家生活，外公傅寿彤进士出身，官

至河南布政使，家富收藏，“法书、名画

之褾帙，多为宋锦刻丝”，朱启钤“爱其

雅丽工緻，眩然莫忘”；母亲知书达理，

擅长女红，时常利用零丝断锦缝制一

些工艺小品，“斗锦之智，穿纱之巧，手

泽所存，历历至今如在心目”（朱启钤

《存素堂丝绣录·弁言》）。这段经历为

其成年后的丝绣收藏与研究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成家后，朱启钤放弃举业，入三

姨父瞿鸿禨四川学政幕。庚子事变

后，瞿鸿禨受清廷重用成为军机大

臣，朱启钤随调入京，先后供职于路

矿总局、京师译学馆。其间，朱启钤

认识了徐世昌，成为徐世昌任民政部

尚书、邮传部尚书乃至民国大总统期

间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当政期间，朱启钤任交通

部长、内务总长等职，其间曾创建古

物陈列所，将沈阳故宫及热河 （承

德） 离宫皇家珍藏运至故宫集中管

理，组织紫禁城三大殿的重修与装

饰、北京旧城改造等工程施工。

这些经历不仅为朱启钤认识和研

究中国古代营建技艺提供了实践机

会，也为其丝绣收藏与研究奠定了物

质和人脉基础。

朱家缂丝甲天下

朱启钤丝绣收藏始于其履职京城

以 后 。 其 《存 素 堂 丝 绣 录 · 弁 言》

曰：“通籍北来，每于都门荷包巷及

庙市冷摊，采集锦绣刻丝衣饰，改作

屏障帖落。朋好知余嗜此，往往举以

投赠；估人有得，即持来求售。”特

别是辛亥革命后，从恭亲王府流出的

部分丝绣珍品辗转为朱启钤购藏，如

南宋缂丝珍品 《牡丹图》 团扇等，大

大提升了其丝绣藏品质量。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主要包括缂丝

和刺绣，尤以缂丝著称，被誉为“中

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沈能毅在 《缂

丝锦绣论》 中说：“朱桂莘先生生平

最好缂丝，先后搜集古今作品数千

件。”朱氏所藏缂丝不仅数量多，而

且品位高，享有“朱家缂丝甲天下”

之美誉。

缂丝又称“刻丝”“克丝”，起源

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唐代始

传入中原，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

织物之一，存世作品极为稀少。

缂丝织制方法在我国古籍中多有

记载，宋人庄绰 《鸡肋篇》 云：“定

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

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

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

于经线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

承 空 视 之 ， 如 雕 镂 之 象 ， 故 名 刻

丝。”这段文字描绘出缂丝在织作方

式上的鲜明特点是“通经断纬”，即

以本色丝作经，各色 彩 丝 为 纬 ， 经

丝纵向贯穿织物，纬丝仅于图案花

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但不贯通全

幅，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

挖织，图案轮廓、色阶变换处呈现

出断痕，看起来像用小刀刻过，所以

称为“刻丝”。

从外观看，缂丝与刺绣差异是非

常明显的：缂丝图案成品两面完全一

样，均可用为正面，刺绣则不可；缂

丝图案与底料是一体的，故图案平

整，而刺绣是在底料基础上另加丝线

二次创作的，故图案凸起。缂丝因织

造工艺烦琐，费工费时，成本高昂，

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号称

“织中之圣”。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因国内战

乱，朱家收入大大减少，生活几近入

不敷出，朱启钤便从其丝绣藏品中挑

选出宋、元、明、清历代缂丝刺绣珍

品 70 余种 100 多件，以 20 万大洋售

予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

条件是不能卖给外国人尤其是日本

人。1930 年朱启钤曾在其家庭账册

《存素堂账目》 上写道：“故民国十八

年度为吾家最窘之境……在此罗掘无

聊之际，忽有一意外援助，即张汉卿

以 20 万 元 收 买 我 家 收 藏 之 缂 丝 书 画 ，

归诸奉天博物院是也。”

张作霖生前与朱启钤均曾为徐世昌

老部下，二人系旧交；朱启钤次子朱海

北时任张学良侍从副官，四女朱津筠为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贴身秘书，六女朱洛

筠适张学良胞弟张学铭……无论从亲戚

层面还是就这批丝绣藏品价值而言，张

学良均不敢大意，遂将文物保存在其东

北边业银行金库中。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文物随边业银

行一起落入日本人之手，朱启钤托其在

东北工作时结识的盟弟、时任伪满洲国

中央银行总裁的荣厚以伪满名义将这批

丝绣宣布为“国宝”，储藏于沈阳正金

银行金库，后从中选出部分精品以彩色

图版影印成 《纂组英华》 用作宣传。

解放战争开始后，朱启钤担心这批

文物毁于战火，便趁宋美龄赴东北路过

北平之际，当面请宋美龄想法保护。宋美

龄在东北看了这批丝绣珍品后认为价值

重大，便设法将文物空运至北平中央银

行保存，后转存于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成

立后，这批文物又移交辽宁省博物馆。

除上述售出珍品外，朱启钤还有部

分丝绣藏品留作传家或自用者，多为祖

传、友朋馈赠或零购小件藏品，均记录

在其文物账册中。其中有锦绣裁料 56

种，缂丝绣画 21 种 （其中 《乾隆如皋

贴绒画册》 二本与辽宁博物馆所存为同

一复本），礼品类中的绣品 20 种。

朱家这些藏品并非总是束之高阁，

有的被用作孩子们的游戏服装或道具，

有的被用来点缀家具，如宋缂丝纻色紫

薇花石一幅，“装穿衣镜背面”，有的则

被作为礼品赠送亲友。抗日战争后期，

民众生活艰难，朱启钤曾出售部分家藏

文物以贴补生活，其中就有几件丝绣藏

品，如乾隆织金黄库锦一匹，梅花朵，

“三十四年售出，得价二千元”。

朱启钤的丝绣研究成就

朱启钤好友阚铎曾在《丝绣笔记》跋

语中写道：“刻丝绣线固是女红，而典章

制度所关更巨。推而至于舆服仪卫及官

匠禁令，无一不与国史相关。”这段话道

出了朱启钤丝绣收藏的真正目的，即通

过收藏目验相关文物来探究或还原中国

古代丝绣工艺及其发展历程，“俾绝艺复

兴 ，古 法 不 坠 ”（《存 素 堂 丝 绣 录·弁

言》）。

正是依靠丰富的丝绣收藏实践，朱

启钤撰写出五部丝绣系列研究著作，即

《存素堂丝绣录》《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

《清内府藏绣线书画录》《女红传征略》

《丝绣笔记》。《存素堂丝绣录》是朱启钤

对私藏珍贵刻丝、刺绣文物的著录。平

时每得一物，朱氏都会查阅相关文献了

解其历史、工艺特征及收藏历程，“随笔

札记”“以备印证”。

《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附《清内府

藏绣线书画录》）一书则是朱启钤对公藏

珍贵刻丝、绣线书画文物的著录，将当时

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存藏刻丝及绣

线分别按法书、释道图像、花鸟、花卉、翎

毛、人物、山水七类加以介绍，“诸录所

记，实物俱在”。《丝绣录》及《书画录》对

世人了解中国古代丝绣发展历程及各自

工艺特点极有帮助，近人徐蔚南《中国美

术工艺》称此二书“材料丰富，体例谨严，

实为研究我国刺绣史所必读”。

如果说《丝绣录》《书画录》偏重从法

式角度展示中国历代丝绣史暨工艺特色

的话，《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则是从

文献角度对中国历代丝绣史的梳理。

《女红传征略》系朱启钤专为中国古

代杰出女红人物整理的传记，全书从历

代史书及各类文献中辑录“古今女红家

之有名物事实可纪者，百有馀人”，分织

作、刺绣、针工、杂作四类人物进行传述，

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女红

杰出人物合传。

《丝绣笔记》主要辑录古代文献中与

丝绣相关之典章制度、遗文逸事，“以长

编之体裁，仿札记之义例”编撰而成。全

书分两卷，上卷“纪闻”，记述历代丝绣起

源、工艺、官匠制度之变迁；下卷“辨物”，

记录历代丝绣实物及私家丝绣书画题跋

等，两卷均以锦绫、刻丝、刺绣等分类，点

面结合，对中国历代丝绣工艺发展及典

故遗闻进行了多角度展示，是中国丝绣

研究者必备之工具书。

[作者为聊城大学研究馆员。本文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世昌图书收藏

及出版研究”（22BTQ014） 相关成果]

“老鼠娶亲”是中国北方广泛流传

的民俗故事。相传，正月初三（时间各

地有所不同）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

为了不打扰老鼠，人们会在当天晚上

尽量提早就寝，并在老鼠经常出没的

角落撒上米、盐和糕饼，通过与老鼠共

享一年来的收成来庆祝老鼠新婚，表

达与老鼠打好交道以减少来年鼠害的

美好愿望。

“老鼠娶亲”为民间艺术创作提供

了灵感源泉，在曲艺、歌谣、剪纸、年画、

刺绣等艺术形式中均有表现。陕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靖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华月秀创作的剪纸作品《老鼠娶亲》便

是其中之一。

该作品分为下部“嫁女”、中部“迎

亲”、上部“迎回”三部分，井然有序、杂

而不乱，将“老鼠娶亲”的民俗故事与陕

北农村婚俗巧妙结合起来。

作品下部表现鼠新娘从娘家出嫁

的场景。宽敞明亮的瓦房中，从左至右

分别是鼠新娘对镜梳妆打扮、娘家接受

彩礼和糕点、为鼠新娘“开脸”（即去除

面部的汗毛、剪齐额发和鬓角的仪式）

的场景。

作品中部表现浩浩荡荡的迎亲队

伍。众多老鼠打着彩旗、提着灯笼、举着

鞭炮，敲锣打鼓地护送着骑马的鼠新郎

和坐着花轿的鼠新娘。挑着嫁妆的几只

老鼠走在队尾。

作品上部表现的是将新娘迎至婆

家窑洞后的场景。从左至右分别是入洞

房、“并头”仪式（新郎和新娘背靠背坐

着，亲人边唱歌边将二人头发梳拢到一

起，表达对新婚夫妇的祝愿）和闹洞房的

情景。窑洞外从右至左则是盛大的喜宴

和“站大小”仪式（即新郎和新娘给家族

中的老小磕头认亲）。

作者刻画了几十只生动活泼、形

态各异的老鼠形象，既富于动物的原

型特色，又充满浓厚的人情味。老鼠身

上饰以各种植物图案，画面的间隙也

以各式花草树木的纹样穿插，使整体

画面饱满而又轻盈。整幅作品内涵丰

富、构思巧妙 ，是 兼 具 艺 术 性 和 趣 味

性的佳作。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剪纸《老鼠娶亲》
赵振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西省瑞

金县九堡珠斗村发现了一枚苏区时期

的“扩红突击运动竞赛奖章”，目前收藏

于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中。

苏区时期，珠斗村有 1300 余人，经

动员参加革命的有 300 多人，牺牲的革

命烈士中有名有姓的 92 人，苏区老干

部和失散红军 39 人。山下苏维埃乡政

府就驻扎在珠斗村竹山下，该村当时还

有少共、赤卫队、洗衣队、儿童团等组

织，村民参军参战、打土豪、分田地、做

草鞋支援前线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在 1933 年 9 月 27 日的《红色中华》

三版的中心位置，登有一短讯《准备了

七百担谷子》：“瑞金九堡区山下乡，在

经济建设公债没有下发以前，就有许多

革命群众，聚集了七百多担谷子，送区

苏 ，首 先 登 记 ，准 备 购 买 经 济 建 设 公

债。”

在 1934 年 5 月 28 日《红色中华》第

二版发有一篇《一鸣惊人，瑞京县首先

胜利》的文章，其中有一节《惊人的九堡

区群众的积极性》，文章写道：

“这里，要特别称赞九堡区群众加

入红军的热忱。在五月二十三号以前，

九堡区就已经动员了全区二百六十多

名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了。该区的领导

机关为要动员更多的数目到红军中去，

所以，二十四号特派突击队抓紧山下、

坝溪二乡，去编制新的模范赤少队，以

便以后来动员，突击队到了该两乡以后

首先个别地去找赤少队中的积极干部

解释，结果，这些干部都说：‘不用编，我

们也愿同模范赤少队一样除老弱或有

病的以外全体加入红军。’于是我们的

突击队，便抓紧了这种热忱去积极地动

员，所以后来在干部会议上各干部便都

一致地报名加入了红军。在这些干部报

了名以后，又动员这些干部去鼓动队员

加入红军。后来开队员大会时百分之九

十五的队员便都加入红军了。山下、坝

溪二乡得到了这样光荣的成绩以后，区

委便立即通知了其他各乡，其他各乡也

立刻照着这个样子动员起来，于是便形

成了全区赤少队上前线的热潮，其后虽

然有些反革命起来活动，企图破坏这一

热潮，但却被该区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群

众很快地镇压下去了。在二十六日这一

天九堡区全体赤少队三百六十多人便

完全集中到县了。”

扩大红军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最基

本、最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苏区创建

初期，扩大红军主要是通过建立和扩

大地方革命武装、再将地方革命武装

升编加入主力红军的形式。与此同时，

主力红军也常常直接从地方招募革命

青年和青壮男子加入红军，使部队得

到扩充。

王立娇是瑞金九堡区妇女委员，九

堡区山下乡人，今珠斗村人。她在首届

苏区“扩红”工作中突出成绩，多次受到

上级嘉奖，其“扩红”故事在当地广为流

传。她 1931 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她革命热情高，工作积极，

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特别是在“扩红”

中发挥模范作用，在九堡区掀起了当红

军光荣的热潮。

她在宣传动员“扩红”工作中，能够

联系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前后截然不

同的境况，充分讲清参加红军、保卫苏

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的重

大意义，讲清参加红军是每个苏区群众

义不容辞的责任，激发广大翻身作主人

的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王立娇还

组织了“扩红”宣传队，深入田间地头、

工厂作坊、街道圩场、屋场家庭，采取口

头演讲、化装演讲、戏剧歌舞表演和标

语、传单、漫画、墙报、黑板报等形式，进

行宣传发动。

王立娇在动员劳苦大众积极参加

红军的时候，一口气能够把许多话编成

顺口溜：

十句讲来句句真，句句讲来鼓动

人；大家同志留心听，希望大家当红军。

希望大家当红军，讲起红军就惊

人；推翻反动国民党，消灭地主与豪绅。

消灭地主与豪绅，领导工农来革

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起义把田分。

努力扩大铁红军，全体动员莫留

停；大家热烈前方去，争先恐后当红军。

……

通过顺口溜，王立娇把穷人为什么

要当红军，当红军有什么优惠政策，讲

得头头是道，群众也听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

1932 年春节后，珠斗村准备在布

头祠堂举行“扩红”动员大会，九堡区妇

女委员王立娇、山下乡妇女指导员杨发

娣都动员了自己的爱人参加红军。为了

在动员会上取得更好的带动效果，王立

娇与刚刚结婚不久的爱人钟同津经过

几天商量策划，决定在会上表演夫妻对

唱。演唱完毕，动员大会达到了高潮，王

立娇的丈夫钟同津和杨发娣的丈夫钟

运清当即报名参加红军。在他们的带动

下，当天珠斗村就有 40 多名青壮年报

名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

送夫、父子一起当红军的可歌可泣的感

人故事。

1934 年 8 月 13 日的《红色中华》第

二版重要位置，刊发了时任九堡区苏维

埃政府主席兼九堡游击队司令钟达山

写的报道《瑞金九堡区要做全县的模

范》。报道称，红军家属积极领导——山

下乡的红军家属在秋收借谷中起了很

大的领导作用，如红属妇女王立娇同志

借谷子六十五担，钟祥云同志借谷子十

担，钟同君同志借谷三十五担等光荣例

子在该乡各种会议上，都大大激发了群

众的热情，所以他们能在两天内完成并

超过四百担的原定计划。

1933 年 8 月，王立娇在扩红突击竞

赛中表现优异，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竞

赛二等奖章。被他们家珍藏下来。

“扩红”期间，王立娇在九堡区为红

军部队输送了几千名战士。她的丈夫钟

同津于 1934 年 10 月随军北上后牺牲。

1934 年 11 月，红军长征后，王立娇

被国民党抓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

王立娇立场坚定，同年 12 月被杀害在

珠斗村干坑拱桥窝，和她一起遇害的还

有杨发娣。

这枚五角星的扩红竞赛二等奖章

的光亮已经黯淡，镌刻的字体也有些磨

损，甚至有了锈斑，但是，奖章仍然闪闪

发光。

一枚珍贵的“扩红突击运动竞赛奖章”
钟同福

青花婴戏图碗，清光绪，高 7.4 厘米，口径 15.5

厘米，足径 5.8 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付 裕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
崔建利

朱 启 钤 在 建 筑 学 界 尤

其 在 中 国 古 建 筑 研 究 领 域

如 雷 贯 耳 ， 他 创 办 的 民 间

学 术 团 体 中 国 营 造 学 社 ，

吸 纳 了 梁 思 成 、 林 徽 因 、

刘 敦 桢 等 一 批 近 代 建 筑 人

才 ， 21 册 《中 国 营 造 学 社

汇 刊》 不 仅 保 存 了 学 社 成

员 对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的 勘 测

和 研 究 成 果 ， 也 展 示 出 朱

启 钤 为 维 持 学 社 运 营 与 发

展所做的种种努力。

朱 启 钤 的 丝 绣 收 藏 与

研究成就同样出色。

▲ 朱启钤部分著作书影

《老鼠娶亲》（剪纸） 55.5×75.5cm 2008 年 华月秀 作

▲ 朱启钤六十岁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