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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100，件件精彩！ 

024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 

开篇  

鸡缸杯，名字如雷贯耳，故事从这儿讲起。根据

现有的资料统计，全世界有案可查基本完整的鸡

缸杯，加起来一共有17只，比大名鼎鼎的汝窑还

少。其中大头儿在台北故宫，有10只，不用问，

肯定是国宝南迁时带过去的。另外7只，馆藏占3

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只、英国大维德基金会1

只、瑞士日内瓦鲍尔东方艺术博物馆1只，剩下的

4只，先后被大名鼎鼎的苏富比公司拍卖。而大陆

的公立博物馆，一只都没有，我们北京的故宫也

没有。以前我们认为北京故宫有2只，但2016年，

经专家重新鉴定，认为这两只鸡缸杯是康熙时期

仿的，并非成化时期的作品。上面说的都是传世、

品相相对完整的鸡缸杯，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的残器那就多了去了，绝对不只17只，但到底有

多少呢？谁也不知道。我过去看过，一看就是一

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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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期的“收藏热” 

万历时期有个举人叫沈德符，其父考上进士，进

京为官，所以他生于北京，算二代移民。这个官

二代、富二代，因为他爹是史官啊，沈德符自幼

喜欢历史掌故，博洽多闻，他写了一本书叫《万

历野获编》，记录了当朝很多典故，内容翔实，

十分可信，有点像“当朝杂记”。我也写过系列

的小文章——《往事与旧物》，就与这类似，现

在写这种书的人并不多。《万历野获编》中有如

下记载：他说万历的时候，瓷器最值钱的是成化

的，其次才是宣德的。成化鸡缸杯在万历年间的

价格，价高得令人咋舌。这是目前找到的最早有

关鸡缸杯成为古董后的价格，起点很高。明晚期

是中国古代收藏形成规模的第二个高峰，就是我

们说的“收藏热”。我在《百家讲坛》里说过，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收藏热，分别是北宋末、明晚

期、清代康雍乾盛世、清末到民国初年，其实南

宋时期收藏也热，但南宋没有形成峰值，比较持

平。什么是收藏热呢？就是大家津津乐道地谈论

这事。为什么要谈这事儿呢？是因为对有钱人来

说，财富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浓缩，你想想，

有什么办法能把这财富浓缩呢？再有，收藏热的

一个特征就是专业书籍增多。晚明时期，屠隆的

《文具雅编》、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说》、文震

亨的《长物志》等等这些古董类图书集中出现，

显然与收藏热有关，文人们用自己的笔呢，推波

助澜，将成化年间制作的鸡缸杯渲染到了头。在

明末人谷泰的《博物要览》上，成化鸡缸杯头一

次被明确说出了其社会地位，当时仅次于斗彩葡

萄纹高足杯。 

明末清初，孙承泽撰《砚山斋杂记》，首次写道：

“成杯茶贵于酒、彩贵于青。其最者，斗鸡可口，

谓之鸡缸。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已值钱

十万。” 

尽管当时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评价，但无论

怎么评价，鸡缸杯都是在冠亚军之间。到了清代

康雍乾盛世，人们把鸡缸杯的推波助澜做到了巅

峰，大量地复制、改良，甚至离题万里，比如把

斗彩鸡纹画到了碗上，画到了笔筒上。 

 

清代斗彩瓷器 

这里有个事儿很有意思。过去青花刚一出现的时

候，文人都认为这东西俗，比如明初曹昭在《格

古要论》中说：“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后来又有阵子，青花上来了，认为青花器雅、彩

瓷俗，到了孙承泽这会儿又说“彩贵于青”，认

为彩瓷比青花贵。今天这会儿也是彩瓷比青花贵，

青花卖不过彩瓷。“彩贵于青”这个规律，一到

商人左右市场的时候，彩瓷就比青花贵；到了文

人左右市场的时候，青花就比彩瓷贵。因为商人

都比较俗，喜欢带彩的，明末就是商人起来了，

所以彩贵于青。现在也是商人阶层起来了，所以

也是彩贵于青。我刚喜欢瓷器那会儿，明摆着是

青花贵，一听说宣德青花、雍正青花都贵，整个

这个文物系统，都知道青花贵，因为那时候是文

人左右市场。 

 

清代青花瓷器 

何为“斗彩”？  

明代并没有斗彩一词，斗彩不见明代之前的任何

文献，以致进入清朝许久之后，在雍正宫廷档案

中亦不见斗彩一词，仍唤作“成窑五彩”；乾隆

年间，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中也写成“成窑

五彩小盖盅”。“斗彩”一词为清代创新之词、

从五彩中单列出来，最早出现于乾隆时期的一部

著作，叫《南窑笔记》。简单来说，斗彩就是青

花双勾后，再填入彩料，对大部分人来说不大容

易理解区分，你大概知道一点儿就行了。由于“斗

彩”一词生发于民间俚俗，以讹传讹大有人在。

晚清民国谈瓷之书常常望文生义，故写“斗彩”

除本名外，写黄豆的“豆”、挑逗的“逗”等等

等等。这“斗”字双读，初入门爱好者在这个地

方常常念错，读成抖彩，读抖彩的全是棒槌。棒

槌是土话，就有外行的意思。所以你一读“抖

彩”，人家就知道你是一外行。斗彩被收藏界确

认以后，它便从五彩中剥离出来，藏界的人都认

为斗彩比五彩高级。我年轻的时候，斗彩比五彩

贵多了，不是贵一点儿，就是普通的一斗彩都特

别贵。我记得当年文物商店里，一说斗彩都收起

来不卖你。斗彩的数量本身就少！我觉得斗彩的

价值的提高，与斗彩鸡缸杯有直接关系。而现在，

斗彩卖不过粉彩，有时候还卖不过五彩，这就是

古话说的“风水轮流转”。 

 

清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为什么叫“鸡缸杯”  

先说鸡，它指的是杯子上的纹饰，一家公母老幼

五只鸡，画面祥和，其乐融融，反映了一个皇帝

内心的向往。没有档案也没有野史说明成化鸡缸

杯为什么此时诞生，据学者们猜测，成化元年为

鸡年。鸡与吉谐音，鸡又有五德：“文武勇仁信，

一鸣天下白”，取吉祥之意，绘平安之图，新帝

王有可能授意于此。再说缸，这是指造型。鸡缸

杯之“缸”名称十分独特。按理说“缸”与“杯”

是两种不同的造型，生捏在一起初听十分别扭。

瓷器上的名称到清代尚没有把两个造型攒成一个

新词儿的，你比如碗盘杯盏，瓶尊罐缸各不相扰，

鸡缸杯之“缸”缘于缸这一造型，缸的定义是直

壁敞口，大部分人都见过水缸吧？说到杯，这是

用途，猜测这东西应该是喝黄酒的。为什么是喝

黄酒的呢？因为跟它配套的还有天字罐，天字罐

跟那黄酒的坛子造型别提多像了！ 

 

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 

传世的“鸡缸杯”  

说了半天，你们对鸡缸杯有一定的了解了吧？前

面说过，市场可供流通的鸡缸杯只有4只。和谁有

关系呢？和仇炎之有关系。仇炎之是苏州太仓人，

仇英的第十四世孙。他长得比较温和，跟卢芹斋、

戴润斋比较起来最温和。他的古董生意大，一生

收藏有两对共4只鸡缸杯。换句话说，进入市场的

这4只鸡缸杯，都从他手出来的。其中的一对，是

他在1949年途经香港时，在香港逗留期间遇见的。

当时香港的古玩店特别热闹，能变钱的都变钱，

能解燃眉之急的都解燃眉之急。当时由于信息不

怎么沟通，对于成化鸡缸杯这类古玩，大部分古

董商都没眼力，加之兵荒马乱之时，卖者心切，

买者心虚，故以一千元港币低价成交。后来仇炎

之将这对鸡缸杯在生前以善价售与英国藏家，这

其中一只在1999年买了2917万港币，后来到了

2014年，又卖了2.8亿港币，创造了当时中国陶瓷

的世界记录。 

另一对，仇言之没舍得卖，在他过世后，拍卖他

的遗产，1980年卖了一只，1981年又卖了一只。

瑞士日内瓦鲍尔东方艺术博物馆，是欧洲名列前

茅的私人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成化斗彩鸡缸杯。

鲍尔大约在1907年就开始了他的收藏，因为他在

欧洲做生意发了大财，最后定居妻子的家乡日内

瓦，他前后花了四十五年的时间，收藏了近万件

东方艺术品。其中就有一件鸡缸杯。日本博物馆

对中国陶瓷的名品情有独钟，在全世界范围公私

藏品都不惜重金搜集，没有呢？就以借展的方式

让国民享受。鲍尔博物馆的这件鸡缸杯，在1995

年借给日本展出。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年的1月17

日早晨，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里氏7.3级大地震！

死亡6000多人，直接损失高达1015亿美元。其实

日本的防震措施和防震展柜都特别好，但架不住

鲍尔收藏的鸡缸杯恰好在震中地区，此次强震使

之破损严重。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巨额保险金，

据说当年，相关的负责人还因此自杀。现在这只

鸡缸杯还在瑞士鲍尔博物馆里展出，只不过已经

是修复件了。 

我当年听鸡缸杯，就跟你们听我讲一样，都跟神

话似的。当年我觉得鸡缸杯，这辈子也得是隔着

玻璃看，怎么可能去拿呀？没想到，上世纪90年

代我去日本，朋友们知道我喜欢收藏，就安排我

去一个日本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府上做客。老人仙

风道骨，我作为后辈，战战兢兢，手足多少还有

些无措。我们的话题显然就是收藏嘛，尽管有语

言障碍，但以专业沟通，我们还是能谈得很兴致

勃勃。老人知道我不属于滥竽充数之辈，心血来

潮，从室内沏茶一杯，端放在我的眼前。我瞥了

一眼就惊呆了！黑漆描金的托盘上，一只彩瓷的

小杯静卧，杯小不盈握，薄如蛋壳，上面绘着数

只小鸡，古拙可爱。老人示意我用茶。我如有所

不知，也就没有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了。可我知道 

这个平时只能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观望的国宝，

这会儿平静地在我的面前，茶汤微黄飘香，烟气

袅袅上升。我从未想过拿此杯饮茶，连上手看看

都是天大的享受了。屋静如无人呐，我右手拈起

小杯，左手托稳，一口饮尽，也没想再喝第二杯，

就向老人行礼道谢，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喝的

最昂贵的茶了。”老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他

说：“茶不以杯贵，却以人贵。你是贵客啊。”

鸡缸杯名气如此之大，但到现在它的来历仍不很

清楚，庆幸的是，鸡缸杯的60%都在台北故宫博

物院，总共有10只，其它7只散落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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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爷说  

为什么鸡缸杯在成化前后没有烧造？即便是康雍

乾三朝仿制，也没有出了大的框架。很多人猜测

鸡缸杯与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有直接关系。这位比

成化皇帝大19岁的万贵妃，59岁那年去世，那一

年，成化皇帝才40岁，正值年富力强。万贵妃过

世的消息传来，成化皇帝难过得半天讲不出话来，

最后说了一句：“贞儿已去，我也不久矣。”8个

月后，成化皇帝因忧伤过度，寻找他的爱情去了。

他们留下的唯一爱情证物，也许就是这个鸡缸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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