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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樂趣，除了對美好事物的欣賞，
還有一種尋找配對的滿足感。若能無時無
刻留意着市場及拍賣的行情，有機會為一
些茶碗、罐尋回配蓋，或者能為花盆找回
底碟，又或將一些原本成對但散落不同地
方的瓷器重聚一堂，價值可能增加數倍。
能夠尋找到配對已屬可遇不可求，五貢、
八吉祥等更是難能可貴，而整套的十二月
花神杯則是鳳毛麟角，若能從一隻開始，
慢慢配齊完整一套，更是藏家的至高境

界。
在康熙十九年下令恢復御窯廠之後，景

德鎮研製了不少風格新穎的各種瓷器，當
中就包括一套十二花卉紋杯，將「詩、
書、畫、印」運用於同一器皿之上，依月
令之數各取每月的代表花木並配以相應詩
文，正月迎春花（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
花中有幾般）、二月杏花（清香和宿雨，
佳色出晴煙）、三月桃花（風花新社燕，
時節舊春濃）、四月牡丹（曉艷遠分金掌

露，暮香深惹玉堂風）、五月石榴花（露
色珠簾映，香風粉壁遮）、六月荷蓮（根
是泥中玉，心承露下珠）、七月蘭草（廣
殿輕香發，高台遠吹吟）、八月桂花（枝
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九月菊花（千
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香）、十月月季（不
隨千種盡，獨放一年紅）、十一月梅花
（素豔雪凝樹，清香風滿枝）及十二月水
仙花（春風弄玉來清晝，夜月凌波上大
堤），被稱為「十二月花神杯」，精美非

常。
康熙帝對十二月花神杯十分喜愛，多次

南巡都攜於身邊。而《陶雅》對其亦多有
讚美：「康熙十二月花卉九倍，一杯一
花，有青花、有五彩，質地甚薄，銖両自
輕。若欲湊合十二月之花，誠戛戛乎其
難。青花價值，其亦不甚相懸也。」十二
月花神杯分為五彩及青花兩款，單獨每個
花杯都被視如珍寶，而整套的康熙朝十二
花神杯無疑是絕對的無價之寶，是每個瓷

器藏家的終極願望之一。
2020年10月19日，在北京舉行的保利拍
賣十五周年慶典拍賣上，一套僅存10隻的
清康熙青花十二月花神杯，以人民幣1,320
萬元成交；而當場的重頭戲清康熙的12隻
全套五彩十二月花神杯，起拍價就從2,000
萬元人民幣起跳，經過連續的叫價快速攀
升過億，最終以1.15億元人民幣落槌，連
佣成交價1.32億元人民幣，並榮登全年度
「最貴瓷器」的寶座。

收藏至高境界十二月花神杯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神杯

記者眼前的譚運德，瘦削的身材，中等
個頭，樸實的臉龐，眼神銳利顯得冷

峻沉着。他與人見面時並不善言談，但只要
談起藝術，便滔滔不絕地講一兩個小時。
「許多人對畫家有誤解，認為畫家是孤獨
的」。譚運德告訴記者，他認為作畫的過程
是自然之神賜予的福祉。坐在畫布前的譚運
德，腦海中閃過的靈感彷彿電影片段，再將
它們付諸於紙上，這樣的時間空靈寂靜、祥
和幸運。
1978年，中國第一屆科學大會和首屆對外

科學技術博覽會在北京舉行，中央為了召開這
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決定在北京展覽廳中
央豎立一幅巨型油畫，內容以上世紀六十年代
中國科考隊員第一次集體登上珠峰為背景。

獲方毅賞識改變繪畫人生
當時收到任務邀約的油畫家們並未見過珠

穆朗瑪峰，只能從紀錄片上觀看，以尋找創
作靈感。當時年僅23歲的譚運德，負責為
畫家放映珠峰的影片。他自己也是一名油畫
愛好者，雖然不曾進入過美院進行系統學
習，但面對這樣的機會，他躍躍欲試。回家
後，他在一張四開大的油畫紙上創作了一幅
「科考隊員迎着朝霞攀登珠峰」的畫作，和
其他畫家的畫作一併被送往北京。
譚運德告訴記者，據當時在場的人告訴

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核物理學家錢
三強、著名作家郭沫若等一同審閱了畫家的
來稿，在譚運德的畫作前，方毅停下腳步，
「我感覺這幅小畫不錯，主題鮮明，氣勢很
足。」譚運德在當時僅僅是一位名不見經傳
的業餘畫家，畫作被選中後，由時任敦煌藝
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親自指導，共同完成這
部畫作《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
這幅畫作不僅在會議展廳展覽，還成為1978
年《中國青年》復刊號的封底。由此，譚運
德的繪畫人生發生了改變。
即使已經近半世紀過去，譚運德仍記得當

時這幅巨作繪製完成後，錢三強來到畫作面
前，望着眼前的珠穆朗瑪峰，如身臨其境
「這裏好冷啊！」，「我有幸能得到中國原
子彈之父的稱讚，並用自學的繪畫技巧，在
祖國科學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候獻禮，這是我
一生的榮耀。」後來，譚運德開着吉普車獨
自去了西藏，那日天氣晴朗，冰雪掩映下的
珠穆朗瑪峰靜靜地佇立在他眼前。回家後，
他重新創作了這幅畫作，命名為《獻給勇於
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

深愛敦煌以油畫致敬壁畫
從執筆塗鴉到熱愛執着，譚運德深受「敦

煌的守護人」常書鴻的影響。敦煌藝術燦爛
輝煌，蘊含着「崇高與優雅、對稱與和諧、
陰柔與陽剛、悲壯與英勇、莊嚴與浪漫」的
顯著美學風格，譚運德稱：「面對敦煌的
492個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
畫時，如此宏大精美和史詩般的藝術畫卷，
讓我無法不震顫。」出於對傳統文化的癡迷
眷戀，在譚運德後期畫作中，佛經故事畫、

佛教史跡畫、西部山川景物等成為他筆下的
主要內容。
出生於湖南的譚運德索性長居西北，創作

敦煌系列作品。不過，他不願意生搬硬套地
復古臨摹，而是將西方浪漫主義的技法與中
國傳統的文化結合，將現代人的審美觀和自
己的藝術理念融入到創作中，在古韻中滲透
了現代美。
他筆下的《佛頭》，眼神緊閉，圓潤的臉

龐慈眉秀骨，低垂的眼眸似合未合，雙唇飽
滿似笑非笑，佛的神秘莫測與悲天憫人的情
態躍然紙上，暗色的筆調繪出光影，凸顯佛
的神聖、超然與靜默；他筆下的《朝聖》則
運用了大量色彩對比，目光降落在畫面的那
一刻，敦煌特有的磁場立刻將觀眾捲入其
中，時空的洪流在此凝結，莊嚴的宗教世界
直抵心靈。
在對敦煌「飛天」系列的表現中，他將東

方嫺靜的美與西方浪漫的美結合，技法上大
膽運用湛藍和金黃，以漫射光線表現晝夜和
黃昏之間的強弱明暗差異，使人物、景物成
為「通體發光」的載體，精妙無比，觀之可
讓視覺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愉悅感，既高雅
又富麗。
大英博物館「斯坦因密室」內藏有一件敦

煌藏經洞出土的巨幅刺繡——被大英博物館
認為是《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一說是
《涼州瑞像》），是英籍匈牙利探險家與學
者斯坦因盜買帶出中國，於1919年入藏大
英博物館。儘管年代久遠，但圖中菩薩端莊
的體態、慈祥肅穆的容顏，以及敦煌畫師筆
下優美流暢的線條清晰可見。譚運德惋惜文
物旁落之餘，亦被畫中的藝術手法折服，因
此創作了《敦煌丟失的南無大勢至菩薩》油
畫，以表感懷與敬意。

作畫讚頌樸素的土地人文
談及自己最得意的畫作，譚運德向記者首

先展示了這幅《祝福》，畫面上，一位飽經
滄桑、滿頭白髮的老婦人站在雪地裏，從她
粗糲的臉部皮膚上，觀者可以感受到刺骨的
寒風。畫面中，她右手緊握着轉經筒，左手
數着念珠。藝術皆源於生活，這幅畫作是譚
運德在旅居西北時見到的一位虔誠的信佛
者，她參加佛節時祈禱默念的景象深深感動
了譚運德。
「希望我能通過藝術傳達傳統文化的精神
內涵，讓觀眾在享受技藝帶來的視覺之美的
同時，也能沉澱一些精神上的昇華」。30
多年間，譚運德幾乎走遍了西北高原的山山
水水，他從隴南白龍江流域走到了中蒙邊境
遼闊的大漠。這一段漫長路途中的自然景觀
大概是反差對比最為強烈的：隴南旖旎秀麗
的山川，黃河上游壯闊無垠的草地，六月積
雪的祁連雪峰，平沙茫茫的巴丹吉林沙漠，
強烈、深刻的精神震撼成為他繪畫創作的原
動力。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水天中評
價：譚運德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畫家，
他的作品不是出於某種藝術觀念的驗證，或
某種繪畫形式的實驗，而是現實的人和自然
的傳神寫照。在世界藝術進入「全球化」、
「後現代」的今天，他一如既往地為讚頌樸
素而又神奇的人和土地而作畫，因為他已經
把心靈賦予西北高原。

自敦煌莫高窟被重新發現，不但改寫了中國繪畫史，而且引發了當代

中國畫家長達70多年的「本土西行」。在這批尋夢敦煌的書畫家中，

最早的書畫家有人們熟悉的張大千等國畫大師。新中國成立後，以敦煌

文化而創作的油畫，自前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至今期記者採訪的

譚運德，他們前赴後繼地用筆墨弘揚瑰麗的敦煌藝術文化，「衣帶漸寬

終不悔，魂繫大漠赤子情」。在千年的絲韻古路上，譚運德的天賦與秉

悟相遇，描繪出一幅幅敦煌藝術的美麗畫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圖：受訪者提供

譚
運
德

譚
運
德
妙
筆
手
繪
敦
煌
風
格
油
畫

妙
筆
手
繪
敦
煌
風
格
油
畫

●●

布
面
油
畫

布
面
油
畫
《《
敦
煌
丟
失
的
南
無
大
勢
至
菩
薩

敦
煌
丟
失
的
南
無
大
勢
至
菩
薩
》》

((

尺
寸
尺
寸
：：22

00
00
:: 11
11
00
))

。。
根
據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館
藏
敦
煌
巨
幅
刺
繡
創
作

根
據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館
藏
敦
煌
巨
幅
刺
繡
創
作
，，
用
油
畫
絢
爛
的

用
油
畫
絢
爛
的

色
彩
還
原
了
原
作
品
中
佛
像
周
圍
斑
斕
明
亮
的
光
芒

色
彩
還
原
了
原
作
品
中
佛
像
周
圍
斑
斕
明
亮
的
光
芒
。。

●●

布
面
油
畫

布
面
油
畫
《《
敦
煌
古
剎

敦
煌
古
剎
》》

（（
尺
寸
尺
寸
：：55

22
:: 66
88

）
。
）
。
月
光
下

月
光
下
，，
莫
高
佛
塔

莫
高
佛
塔
，，
一
位
老
僧
漫
步

一
位
老
僧
漫
步

在
古
絲
路
上

在
古
絲
路
上
。。

魂繫大漠赤子情

●譚運德與自己的油畫《佛頭》。

●《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
（尺寸：540:320）被用於《中國青年》1978年復刊號的封底。

●布面油畫《喇嘛》

●布面油畫《克孜
爾千佛洞中的龜茲
國王提卡和他的王
后》

●布面油畫《沙漠少女》

●布面油畫《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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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面油畫
《敦煌泥菩薩的復活》

譚運德，男，1954年出生於湖南永興
縣，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甘肅分會會員、中
國民航「書畫攝」協會理事、甘肅油畫家協
會會員、中國科普美術學會甘肅分會會員。
並於1990年12月入選《中國當代美術家名
人錄》。擅長西北風土人情油畫，代表作品
《獻給勇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們》、《沙漠
少女》、《敦煌古剎》等。

譚運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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