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元时期，墓室中的壁画种类有很多种，其中包括
《备宴图》《挑灯图》《耄耋图》《杂剧图》等，刻画生动传神、
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其中的《开芳宴
图》，尤为引人注目。

开芳宴的由来
开芳宴，是宋元时期墓葬装饰（以壁画和砖雕为主）

中常见的题材。开芳宴的形式相对较为固定——夫妻二
人分别坐在椅子上，若是夫妻对坐，桌子便摆在夫妻之
间；若是夫妻并坐，则二人前面设置一桌。桌上放置注
壶、温碗和盛有瓜果食物的杯、碗，室内帐幔卷帘、屏风桌
椅、盘盏箱柜一应俱全。夫妻二人一边宴饮，一边观赏散
乐或杂剧演出，侍者则立于左右听候吩咐。乐舞、备茶、
备馔、侍洗、庖厨等日常家居生活的画面浑然一体，一派
其乐融融、富足安适的温馨幸福景象。

有关一桌二椅夫妇共坐图像的研究，始自上世纪 50

年代，对于宋元时期考古与美术史的研究，这是一个不能
回避的课题。

首次将这种图像范式定名为开芳宴的，是宿白先生。
1951 年，年仅 29 岁的宿白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

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并于 1957年出版了《白沙宋墓》
一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开
芳宴”一词，正是在《白沙宋墓》中首次提出。

宿白先生的定名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以至继白

沙宋墓之后发掘的宋元时期及后代的墓中，这种夫妻
对坐宴饮赏乐图式的墓室壁画，一律被冠以开芳宴的
名称。

宿白先生在书中引用了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红
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里所记载的张官人夫妇宴饮的情
况：“常开芳宴，表夫妻相爱耳。”他认为，白沙一号宋墓中
的夫妻宴饮图，与罗烨书中所记载的开芳宴场景极为相
似，应该就是现实生活中开芳宴生动翔实的图像佐证，其
目的是表示墓主夫妇恩爱。

同时，宿白先生在书中又先后引用宋朝施德操《北窗
炙輠录》、沈括《梦溪笔谈》、陈旸《乐书》，以及明朝臧懋循
《元曲选》等文献，证明“举行宴会的同时观赏歌舞杂剧”
这一形式，在宋元时期非常流行。

换句话说，宿白先生认为，《开芳宴图》必须有两个要
素构成，一是乐舞杂剧图，二是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图，
缺一不可。

开芳宴一词，最早见于典籍记载的，似为初唐诗人卢
照邻的一首五言律诗《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兰缸
艳早年。”该诗描写了唐代上元节宴会观灯的场景，并提
到了开芳宴，但没有对具体场景进行详细描述，所以无法
获知唐代有关开芳宴的具体信息。也就是说，参加宴会
的人员到底是亲朋好友，还是夫妻二人，宴会目的又是什
么，都不是很明确。

宋元南戏杂剧《南吕引子·女冠子》中再次提及“开芳
宴”一词：“冤家今日开芳宴，这苦事怎生言？画堂中只管
频呼唤，不知道我心中怨。”

到了这里，开芳宴似乎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宴会形式，
而是被默认为一种象征夫妻关系的活动，甚至指代夫妻
关系，意义偏向将夫妻间的恩爱公之于众，跟今天人们常
说的“秀恩爱”差不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墓室壁画中纯粹的宴饮图
像也很常见，但这种图式并不能称之为开芳宴。

单纯的宴饮图，多出土于等级较高、规模较大的墓葬

中，较为著名的是北齐徐显秀墓室内壁画的主图。这种
壁画图式所要表达的内容，是达官显贵、富豪巨商们将生
前奢华惬意的生活景象带入地下，并绘制于墓壁上，渴望
死后在幽冥世界里仍能够继续享用生前的荣华富贵。

而开芳宴图，多出土于民间墓葬中，所表现的是平民
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睦与夫妻恩爱氛围。

当今学术界对开芳宴的新解读
开芳宴这一范式是 20世纪 50年代发现的，彼时发

掘的壁画墓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这一画
面的理解。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后世考古材料的逐渐丰富，
开芳宴作为一种墓室壁画图式的代称，或者是概念，一再
被学术界重新解读。

有些学者就尖锐地提出，开芳宴一词并不准确，这种
图式应该是墓中设置的墓主夫妇的灵位。

他们认为，随着众多宋金元墓葬的清理发掘，即便是
在一桌二椅夫妻对坐图式最为兴盛的北宋末到元代，这
种“厅前歌舞，厅上会宴”题材的墓例也非常少。而且桌
子上下摆放的器具，与其说是一组宴饮用具，倒不如说是
祭祀用具。

比如，在山西侯马牛村发现的金天德三年（1151）墓
中，墓主人像佛龛上方书写“永为供养”四字；另在山西阳
泉市牛村发现的元代墓葬中，墓主夫妇二人中间有一张
黑色圆腿方桌，桌案上摆放了一个莲花底座牌位，上有墨
书“宗祖之位”。

这些都说明，当时流行于宋金中原地区砖雕壁画墓
中的《墓主人对坐图》，虽然是开芳宴的形式，但其核心的
寓意，应是在墓葬中为死者设置的灵座。而墓主人的画
像，是一种具有标志性的图像，与丧仪过程中放置在椅上
的魂帛一样，代表着墓主人的魂灵。

即便如此，60多年来，考古界始终固执地坚持宿白
先生提出的开芳宴图像概念，或许是感念于这位考古学
泰斗那种“是先生，亦是考古事业的引领者”的人格魅
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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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姚文瀚清代姚文瀚《《七夕图七夕图》（》（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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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
日中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它因牛郎织女的爱情
故事，被赋予了浪漫的含义。牛郎织女其名，最早见于
《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
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
箱。”这时的“牵牛”“织女”，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仅仅是
自然界中的两颗星。到了两汉时期，它们已经演变为
神话人物形象，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中，将爱情元
素融入其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古人在观测星宿的运行规律时，将自己的美好愿
望寄情于此，产生出丰富的联想，这是牛郎织女传说形
成的文化基础。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幅清代宫廷画师姚文瀚的
《七夕图》，把牛郎织女神话与人间节俗完美地融为
一体。

《七夕图》中完整地表现着七夕的节日风情。只见
画中天上彩云飘扬，喜鹊飞舞，银河上架起如虹霓般的
鹊桥，牛郎、织女正各在桥的一头准备渡河；下部是牛
郎牵牛耕田、织女织布；再下是人间情景，琼殿碧楼间
有乞巧桌，桌上摆满瓜果，仕女在乞巧、击鼓奏乐，孩童
们在嬉戏。莲池里盛开亭亭莲花，象征着佳偶连合的
美好祈愿。

姚文瀚，清代画家。号濯亭，顺天（今北京）人，生
卒年不详。清乾隆年间供奉内廷，工道释、人物、山水、
界画。传世作品有《四序图》《观音像》等。

山西博物院“瓷苑艺葩”展厅
内藏有两件令人眼前一亮的钧釉
藏品。

窑 变 釉 贯 耳 方 瓶（上 图），清
乾隆年间烧制。瓶体为扁四方倭
角 造 型 ，直 口 ，长 颈 ，溜 肩 ，扁 鼓
腹，长方圈足。颈部饰双贸耳，腹
部 有 杏 圆 凸 起 。 通 体 满 施 窑 变
釉，紫、蓝、白三色相间，似“高粱
红”，又似“火焰青”。外底署“大
清 乾 隆 年 制 ”三 行 六 字 篆 书 款 。
在 清 宫 档 案 瓷 器 文 献 中 ，此 瓶 式
列为“钧釉四方杏元双管瓶”，为
乾 隆 首 创 之 器 形 ，此 后 成 为 官 窑
经典。山西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窑
变釉瓶色彩交融，形如穿云飞瀑，
灿如晚霞，有千变万化之象，实乃
钧釉之精品。

炉 钧 釉 瓶（下 图），清 乾 隆 年
间烧制，侈口，束颈，丰肩，腹部自
上而下渐收，圈足，两侧置双耳。
通 体 施 炉 钧 釉 ，釉 面 似 瀑 布 般 自
然流淌。

中国五大名瓷——钧、汝、官、
哥 、定 ，以 钧 瓷 为 首 ，谓 瓷 之 君
也 。 其 他 瓷 上 可 供 于 贵 宦 高 堂 ，
下 可 用 于 布 衣 陋 室 ，唯 有 钧 瓷 由
于 其 釉 色 斑 斓 多 变 ，造 型 优 美 端
庄 ，被 北 宋 皇 家 钦 定 为 御 用 官 窑
瓷器，导致自帝家之下民间罕见，
莫知其详。其器型也由民间烧制
的 碗 、盘 等 日 用 生 活 器 皿 改 烧 各
式花盆、尊、瓶、炉之类的艺术陈
设 品 ，造 型 之 端 庄 ，可 见 技 艺 之
娴熟。

钧瓷贵在窑变，窑变之义，在
于釉色呈多彩，似能幻化万象，乃
钧 瓷 独 有 。 早 前 的 瓷 器 釉 色 简
单，无非青、绿、蓝诸色，统谓之青
釉。北朝之后又有白釉，从此青、
白 二 色 ，并 行 南 北 。 北 宋 徽 宗 年
间，颍昌府钧窑发明新釉，入窑煅
烧之后，呈现红、紫诸色。初见这
般釉色，人人皆惊，以为是妖异不
祥 之 兆 ，即 击 碎 之 。 后 来 渐 觉 可

爱 ，认 为 有 不 世 之 美 ，遂 珍 贵 起
来，将此种釉色的奇异变化，称为

“窑变”。金人灭宋后，钧窑匠人
风流云散，钧瓷窑变釉技艺便随
之 没 落 了 。 金 元 两 代 虽 也 有 烧
制，终究不可与宋代比拟。

至 清 代 ，窑 变 釉 主 要 包 括 仿
钧釉和炉钧釉两种。仿钧釉是以
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高温窑变釉品
科。炉钧釉是清雍正时期景德镇
御窑厂新创的一种低温窑变釉品
种 ，釉 施 于 瓷 胎 上 ，釉 厚 且 不 透
明。清代此后历朝虽均有烧造，
但以雍正、乾隆时期为盛。

炉 钧 釉 的 烧 制 过 程 分 为 两
步，先高温烧成素胎，然后以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色釉吹在胎上，低
温二次烧成。在烧制过程中，炉
钧釉熔融变幻，釉面上形成长短
不一的垂流条纹，有的弯曲，有的
垂直，还有的似烟波缥缈的穿山
云气与珍珠般的斑点交融一体，
布满器身。清雍正年间，钧釉多
泛紫或泛青；清乾隆年间，钧釉则
以蓝色居多；清光绪年间以来，钧
釉渐成奇珍，一钵一洗，动辄几千
上万两银子。残片亦日益值钱，
稍 具 品 相 ，便 可 换 得 几 两 纹 银 。
故时人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烧
一窑瓷不抵一枚钧片”之盛誉。

窑变釉色调丰富，葡萄紫、高
粱红、天蓝、松石绿、月白等颜色
熔融一体，斑璨淋漓。釉色流淌
中以红、紫二色为要，无此二色，
不足以成缤纷，青次之。清雍正
年间，炉钧釉瓷器上那种红中泛
紫、似成熟高粱穗的颜色，被称为

“高粱红”。所谓“钧瓷挂红，价值
连 城 ”，便 可 知 其 珍 稀 。 窑 变 红
色、紫色钧釉现存数量稀少，多为
蓝色。但在笔者看来，不论什么
颜色的钧釉，每一件都散发出意
境 无 穷 、引 人 入 胜 的 艺 术 魅 力 。
由此可见，山西博物院收藏的这
两件钧釉价值颇高。

窑变钧瓷 斑璨淋漓
慧 亭

开芳宴开芳宴：：古人如此秀恩爱古人如此秀恩爱
张文平

“有夫有妇，然后为家。”郑玄在《周礼》中注。
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也是许多

新人选择登记结婚的好日子。今年的七夕节是 8 月 10
日，虽恰逢周六，但太原市所有婚姻登记机关皆可正常
办理婚姻登记。

开芳宴是唐宋金元时期，在传统节日期间普遍流
行的一个浪漫活动，是一种借以传达夫妻间恩爱信息
的习俗，是独属于夫妻二人的家宴。

——编者

窑变釉贯耳方瓶窑变釉贯耳方瓶（（山西博物院藏山西博物院藏））

炉钧釉瓶炉钧釉瓶（（山西博物院藏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的开芳宴砖雕

河南禹县白沙镇一号宋墓壁画中的开芳宴

益源庆公记商标（太原市档案馆藏）

公
私
合
营
史
的
见
证

刘
静
波

如果来山西旅游，醋一定
是最好的伴手礼。作为山西
省会，太原人吃醋有着特有的
腔 调 ，就 认 本 地 的 宁 化 府 益
源庆。

太原市档案馆保存着两
份 有 关 益 源 庆 的 珍 贵 档 案 。
一 份 是 益 源 庆 醋 厂 商 标 ，另
一 份 是《益 源 庆 公 记 公 私 合
营申请》。

益源庆公记商标中除益
源庆醋厂的名称、葫芦形商标
和所在地址等信息外，对其陈
醋特点也进行了简单地介绍：

“三晋名产陈醋，省内省外驰
名，本号伏晒精制，芳香经久
常存，鲜艳色泽不变，广大群
众欢迎，烹饪别具美味，馈送
尤是佳品，经营历史悠久，百
数十年销行。”

据传，益源庆前身曾是明
代宁化王府的制醋作坊。明
清之际，王府毁于战火，但益
源庆却延续至今，傅山曾为其
题字：“宫廷御醋，世代相酢。”

1942年出版的《太原市商
业实况》中记载，益源庆商号
创 立 于 清 同 治 八 年（1869）正
月二十，地址位于宁化府街 60

号至今；当时，益源庆由朱骏
图 独 资 ，榆 次 人 冀 有 伦 任 经
理，员工 21 人，产品优先供应
太原本地。1943 年 5 月 3 日，
原益源庆商号伙计张映瑀邀
请丁烈三、刘恕轩、王瑞生 3

人 集 资 将 益 源 庆 盘 下 ，改 名
“益源庆公记”，同日加入太原
市商会酒业同业会，张映瑀自
任经理。

《益源庆公记公私合营申
请》则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积极探索工商业改
造的一段历史。

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
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全面扩展公私合营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山西省拟定了 1955 年至 1957 年扩
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并按照国家要求，将 10名工人
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的计划
大纲。益源庆醋业是全省中小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的
典型代表。

1954年 10月 25日，劳方代表范福镇和资方代表
张映瑀共同代表私营食品手工业商户益源庆公记，主
动申请公私合营。其时，益源庆公记醋产量虽较之前
有很大提高，但手工作坊产能有限，因此益源庆公记
劳资双方均希望“在国家直接的领导下，在生产和营
业上都能更进一步地发展，对人民的生活供应方面将
能更为普遍”。

因规模较小、产能有限，益源庆公记并未立即列
入太原市公私合营计划。1955 年，太原市拟公私合
营的 12家企业中食品加工业仅德合昌 1家。1955年
6 月 1 日，私营工商户德合昌、资诚号、永通川、义集
生、北谦亨 5户在联营并厂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公私
合营新星食品酿造厂，一跃成为食品加工和经销大
户，主要产品虽有陈醋，但益源庆仍不在其列。1956

年初，国家对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全行业进行了
公私合营，生产老陈醋的益源庆、大兴号、世兴号、德
合昌 4户，除世兴号并入调味加工厂不再生产老陈醋
外，其他 3户全部公私合营到新星食品酿造厂第三车
间（制醋车间），益源庆经理张映瑀出任车间副主任。
自此，益源庆公记正式步入国营时代，并继续以广大
人民熟知的老陈醋品牌在市面销售。

《益源庆公记公私合营申请》（太原市档案馆藏）

红 色 收 藏红 色 收 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