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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衲”“傳綮”印：

黄土堆中发现的八大山人自用印

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仅存的两枚印章实物，近日首次在江西南昌对外展出。两枚印
章于2018年出土，经国家文物局委派专家鉴定为八大山人自用印，已被评为国家一级文
物。这两枚印章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怎么判断出它们就是八大山人的自用印呢？

千年邢窑
历久弥新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发

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上，发

现了 6 万多件中国唐代陶瓷

器，其中就有邢窑白瓷。可见，

在唐代，白瓷就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走向了世界。”在河北省临

城县邢窑文化博览园，邢窑陶

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张志忠说。

邢窑窑址主要分布在今天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临城县、

内丘县一带。2014年，邢窑陶

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现年 59 岁的张志忠，从

1980年至今一直致力于邢窑陶

瓷烧制技艺恢复和邢窑文化研

究。在邢窑文化博览园邢窑陶

瓷制作室内，拉坯机“嗡嗡”旋

转着，泥料在张志忠手中不断

变换形状，只一会儿工夫，一个

茶杯的毛坯便成型了。

“邢窑创烧于北朝，鼎盛于

唐朝，到元代逐渐销声匿迹，烧

制技艺失传。”张志忠说。尽管

古籍上多有记载，但由于没有

发现窑址，邢窑一直成谜。

1980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在

邢台发现多处窑址，逐渐揭开

了邢窑的神秘面纱。

1986年底，经过大量试验，

张志忠所在的河北省邢窑研究

组成功烧制出“接近唐代邢瓷”

的21种邢窑仿制品，邢窑烧制

技艺逐渐恢复。

“邢窑白瓷类银类雪、莹泽

如玉，是盛唐时期的文化符号

之一。”张志忠说，当代白瓷既

要发扬邢窑的精神风貌和特

征，又要有所创新，展现时尚。

张志忠精益求精，经常花

费数年时间研究、修改，才会将

某个作品定型。近年来，他将

更多精力花在邢窑文化传承

上，通过编辑书籍、学校授课等

多种方式教授邢窑陶瓷烧制技

艺。

为推动邢窑文化薪火相

传，邢台学院开设了陶瓷工艺

学、邢窑陶瓷烧制技艺等17门

专业课程。邢台市邢瓷烧制技

艺研究院、内丘县职教中心等通

过举办创作培训班等方式，培养

出一批高技能人才。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成为

千年窑火的守护者。2016年，

吴晓楷进入邢台学院学习邢窑

陶瓷烧制技艺，毕业后跟随张志

忠继续学习。在邢窑文化博览

园，这个“95后”年轻人熟练地

拉坯、雕花、上釉，认真而沉稳。

他说：“邢窑的千年积淀深深吸

引着我，我想成为文化传承的接

力者，让邢窑继续绽放光彩。”

据新华社

出土时是“印中印”

“两枚印章是在奉新县耕香庵（今

耕香寺）遗址被发现的。当时，一些志

愿者前往寺里栽种菊花，偶然发现了印

章。”奉新县博物馆馆长许彬彬介绍说。

“据文物发现者介绍，他们发现黄

土堆中有一个黑点，取出后发现是个裹

着泥巴、五面刻有字的‘小方石块’，‘小

方石块’的一面是个方形空腔，填满了

泥巴。清理完泥巴后，在空腔内发现了

两方更精致的石章。”许彬彬说，耕香寺

的大殿当时刚完成重建，发现印章的土

堆就是在重建大殿时产生的。

这两方石章就是“雪衲”“傳綮”印

章。在对土堆进行二次发掘后，考古工

作者还发现了一枚刻有“豫章西靖道

人”字样的瓦钮铜方印。

两大力证为印章“正身”

那么，如何判断这两方石章为八

大山人的自用印？

力证一是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

“在八大山人最早的传世作品《傳綮写

生册》中，画册中的‘梅花’‘玲珑石’

‘古松’三图上的‘雪衲’盖印与此次发

现的‘雪衲’印蜕，无论笔画间距、部件

结构，还是刀法与线条的风格特征以

及尺寸大小，均完全一致。”国家文物

局委派的鉴定专家之一、西泠印社副

社长童衍方说，两枚印章字缝间残留

的朱砂印泥痕迹十分明显，综上表明

其为八大山人的自用印。

童衍方在比对中还发现，《傳綮写

生册》中有两种款式的“雪衲”印蜕，

“西瓜”图中的“雪衲”盖印是另一款。

再加上从未出现过的“傳綮”印蜕，童衍

方认为，已发现的八大山人印蜕总数应

由101方变更为103方。

力证二是文献记载。据同治版《奉

新县志》记载：“八大山人……国初弃家

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居耕香庵……”

许彬彬说，这表明印章的发现地耕香寺

与八大山人早年行迹密切相关。而清

乾隆、道光版《进贤县志》记载也能证

实，“耕庵老人”将八大山人引入佛门，

并给他取了“傳綮”这个法名。此外，虽

然“傳綮”印蜕尚未见于八大山人的任

何传世作品中，但《傳綮写生册》传承有

绪，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刘元键或为八大山人友人

同为故土堆发现的“刘元键”印章

成为旁证。该印章五面分别刻有“刘元

键印”“草草山樵”“一邨修竹半邨松”等

字样。许彬彬在1933年续修的《南昌梓

溪刘氏家谱》中找到了“刘元键”其人，据

家谱记载，他比八大山人年长8岁。

据同治《南昌府志》卷十四记载：

“淨法庵，在五十八都梓溪四图，修竹

中有牡丹极繁盛，相传为八大山人手

植。”许彬彬认为，这表明，八大山人曾

来过梓溪。据谱牒研究学者饶国平考

证，介冈饶氏与梓溪刘氏几代联姻，如

八大山人法弟饶宇朴的堂侄饶炳就娶

了刘元键堂兄弟刘庚的次女。

专家推测认为，除了奉新外，八大

山人主要隐居在南昌的介冈灯社，而

介冈灯社与梓溪均在今天的南昌县辖

内，相隔不到三十里，不排除八大山人

与刘元键曾有过直接交往甚至熟识。

据新华社 朱耷（八大山人）画像。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

八大山人“雪衲”和“傳綮”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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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约两年的建设，南宋德寿宫遗

址博物馆11月18日在杭州建成开馆。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位于杭州

市上城区，总用地面积约2.1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展示露

明的遗址面积4000多平方米，是一座

依托德寿宫遗址，以保护、研究、收藏和

展示遗址本体及出土文物为主，同时展

示南宋历史文化和文物遗产的遗址专

题博物馆。

南宋时期，除了修建皇宫，还曾在

杭州修建了供太上皇居住的德寿宫。

德寿宫位于南宋皇宫大内的北面，在当

年称作“北内”，后改名重华宫。宋高宗

和宋孝宗都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在

此。鼎盛时期的德寿宫，划分为四大区

域，布置了四季景观。它拥有建筑270

余间，占地面积不小于11万平方米，在当

时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一座顶

级的皇家园林，但在南宋晚期逐渐衰落。

遗址掩埋在2.5米至4米深的地下。

从2001年起，德寿宫遗址历经4

次考古发掘。2020年底，经国家和浙

江省有关部门批准，德寿宫遗址博物

馆开工建设。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现分为重

华宫正殿复原陈设展区、南宋历史文化

陈列专题展区等5个展区。博物馆还采

用3D互动装置、数字投影、增强现实、虚

拟现实等多种数字化手段，营造出原真

性、即时性和沉浸式的观展效果。

在这座博物馆，观众可以欣赏复

原展示的宋韵风格的宫殿建筑组群，走进殿宇，领略

南宋宫廷生活场景，也可以近距离了解遗址现状，还

能在相关展览中系统了解南宋文化。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已于22日试开放。

据新华社

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开馆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外景。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