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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红狮》

前言

在延绵的中国文化艺术史中，蕴藏着深沉博雅的传统艺术形态，在这个多元共生、多层次的文化复合
结构里，有许多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始终旺盛。其高雅的艺术格调与中华文明的创造精神合二为一；丰
富的艺术表现形式符合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多变的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这些，
都是它们横亘千古、历久弥坚的原因。中国狮文化艺术，自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原，迅速成为东方
国度重要的装饰题材之一。狮子造型千变万化，材质多样，艺术形式是全方位的，深入到生活情境的
方方面面，发展态势迅猛。既有数十Ⅱ屯重威严的皇城青铜巨狮，也有仅十余克精巧玲珑的私家石刻
印钮。尤其在瓷器上彩绘并烧制而成的狮子纹样，历朝自成体系，艺术风格演进明显，承前启后，风
貌独韵，妙趣横生，精品迭出。“太少红狮”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历史上“太师少保”的
文化渊源。太少红狮纹样寓意祥瑞，谐音“事事如意”。它具有美学内涵和深厚的人文价值。从这个
意义上说，太少红狮瓷器是一个美妙的社会文化载体。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太少红狮的造型“气韵
生动”；“骨法用笔”流畅传神：狮毛飘逸灵动：局部与整体比例关系协调；狮头变形夸张别具美感
与艺术感染力；器物器形大方而张弛有度；釉彩美丽大方而绝无轻浮奢华。收集整理并系统研究这类
古瓷并结集出版，填补晚清、民国瓷器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对发掘中华灿烂的传统文化具有学术价
值。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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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红狮》

内容概要

《太少红狮》内容简介：中国狮文化艺术，自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原，迅速成为东方国度重要的装
饰题材之一。狮子造型千变万化，材质多样，艺术形式是全方位的，深入到生活情境的方方面面，发
展态势迅猛。既有数十Ⅱ屯重威严的皇城青铜巨狮，也有仅十余克精巧玲珑的私家石刻印钮。尤其在
瓷器上彩绘并烧制而成的狮子纹样，历朝自成体系，艺术风格演进明显，承前启后，风貌独韵，妙趣
横生，精品迭出。
“太少红狮”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历史上“太师少保”的文化渊源。太少红狮纹样寓意祥
瑞，谐音“事事如意”。它具有美学内涵和深厚的人文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少红狮瓷器是一个
美妙的社会文化载体。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太少红狮的造型“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流畅传神
：狮毛飘逸灵动：局部与整体比例关系协调；狮头变形夸张别具美感与艺术感染力；器物器形大方而
张弛有度；釉彩美丽大方而绝无轻浮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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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红狮》

书籍目录

前言概述 “太少红狮”——中国狮纹瓷器中的珍宝“太少红狮”瓷器图版相关链接图版 后记天干地
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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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红狮》

章节摘录

插图：狮纹作为瓷器装饰始于六朝前期。宋元时开始兴起狮戏绣球纹饰。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狮纹枕
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纹饰。狮子以毛笔勾线，笔锋流畅、洒脱，充分表现了狮子灵动的神态，其纹饰的
画法和布局为元、明朝代的青花瓷器狮纹所继承并发扬（图4）。明朝开始出现双狮戏球青花纹样。
嘉靖时期又发明五彩双狮纹。狮身周围配以迎风飘舞的绶带衬托出狮子活泼的神态。还出现鱼藻纹、
火焰纹、云纹、狮子穿花与狮纹的结合。特别指出的是瓷绘狮子的狮头被描绘得越来越大而圆，有“
九斤狮子十斤头”的雅趣。民间流行“大狮子要雄、小狮子要巧”的作画法则使狮子形象被描绘得更
加生动、格调更加优美。清代狮纹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又大进了一步。粉彩瓷绘中狮纹的构图更加丰
富和富于变化。有双狮、单狮、群狮、狮子绣球等。其中太狮少狮纹饰是狮纹中最具代表性的纹样。
大狮与小狮的形神对比，更具有戏剧性和变化。不少高难度的回头、行进、滚动、猛跃、撒娇等动态
，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力和熟练的造型技巧，是很难达到整体纹饰的结实和局部细节精细；隹确的。太
狮、少狮是中国“狮文化”中瓷绘艺术的典型图例和杰出代表（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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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红狮》

后记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人文艺术博大精深。瓷器这门“土与火”的艺术，是中国的“国粹”，对世界
影响深远。狮纹瓷器更是该门艺术中的奇葩，研究中国历代狮子图式的演进、传承与发展，系统考征
“太少红狮”这类在“狮纹古瓷千年绝Ⅱ昌”中的“休止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要从
该类瓷器的器形、胎骨、釉面、画意、发色、圈足底款、烧制、窑口等技术层面入手，而且还要从“
历史文化”层面中探究出当时的人文背景、世俗生活、社会风尚、工艺美术、艺术哲学等深刻的历史
文化内涵。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民众也对古代遗珍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从事艺术品投
资与收藏研究的群体逐年增加。“盛世兴收藏”嘛！明清瓷器，特别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
和元、明朝古瓷，绝大多数都已残破、流失。保留下来的多数已进入博物馆和拍卖公司。去拍卖会举
牌子，要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笔者认为那不是玩收藏，而是卖收藏，毫无雅趣，更玩不精。目前市场
上晚清民国瓷器货真价实的还为数不少。作假程度也没有明清瓷器那么猖獗。收藏者上当的机率相对
较小。收藏的乐趣是重在发现，如能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绘画知识，慧眼识真，有缘收藏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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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红狮》

编辑推荐

《太少红狮》：万卷名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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