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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
色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智慧的
中国人曾经创造了丰厚的物质遗产
和灿烂的文化艺术，蜚声中外的越
窑青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朵异彩奇葩。

作为中国古代声誉最为显赫、
水平最为高超、影响最为深远、传
播最为广泛的青瓷窑系之一，越窑
青瓷不仅以其造型端庄浑朴、质地
细腻纯净、色泽青翠欲滴著称于
世，赢得了“类玉”“类冰”“千峰
翠色”等美誉，更因其创烧时间最
早，又被称为陶瓷中的“母亲瓷”。

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远
在距今近 2000 年前的东汉时期，
中国的成熟瓷器就在越窑那些形如
卧龙的窑炉里烧制成功。这些窑场
所在的上虞曹娥江中游，由此成为
举世公认的瓷器发祥地，中国也由
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烧制出成熟瓷器
的国家。

东汉以后，止于南宋初叶，越
窑持续烧制了 1000 多年，越窑青
瓷一举成为普罗大众的生活用品、
文人雅士的赏玩物品、特殊客户的
定制产品、进奉朝廷的高档贡品和
畅销海外的贸易商品，且越窑的技
艺风格也被其他青瓷窑系采纳吸
收。

不仅如此，越窑还与中国的传
统文化、审美情趣、精神追求、礼
仪习俗、社会风尚等深度契合、彼
此映照，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工艺技
术和文化美术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
局面。

中晚唐伊始，窑场林立、相互
争艳，形成了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以
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为代表的“南
青北白”格局。与上虞相距不远的
上林湖、东钱湖一带，相继成为越
窑青瓷新的中心产区，由此形成越
窑青瓷的三大生产中心。其产品不
仅畅销内地，同时也远销海外，东
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及非洲
沿岸，都曾发现过中晚唐时期的越
窑青瓷。

唐宋时期，越窑青瓷达到外销
高峰，不但风靡亚非两洲各地，而
且销量很大，仅印尼“井里汶”沉
船出水的五代末至北宋初越窑青瓷
即多达数十万件。

作为中国最早大批量销往海外
的大宗贸易陶瓷，越窑青瓷与长沙
窑瓷器、邢窑与定窑白瓷一起，掀
起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的第一
次高潮，成为人类开拓海上陶瓷之
路的重要物证。

越窑青瓷外销走上历史巅峰，
也映照出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
华景象。这条贸易之路亦是文化交
往之路、文明互鉴之路、互惠互利
之路。

所以，越窑青瓷不仅是作为一
种商品交换形式在古代世界各地贸
易流通，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交
流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 徐丽敏

千年千年
风华风华
从“母亲瓷”
到海外文化使者

“吉时到，开窑！”6月6
日，慈溪上林湖青瓷文化传
承园内的柴烧仿古龙窑，在
众人的注视下开窑，一件件
青瓷再现千峰翠色。

千年前，同一片土地
上，火光跃动，成千上万件
青瓷从越窑出炉，搭乘商
船，穿越浩渺烟波，流向世
界各地。

越窑青瓷，为何能成为
古代“跨境贸易”的热销
品？通过陶瓷之路，是否可
以掌握古代海上贸易版图？
今日的宁波又与其有着哪些
必然联系？

为了解开疑惑，我们找
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
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王结
华和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研
究员厉祖浩，一路探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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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长卷，早在河姆渡时
期，先民便发明了陶器，与木器、
石器相比，这是真正的从无到有的
发明创造。商周时期，印纹硬陶、
原始瓷的制作技艺日臻成熟，这些
都 为 越 窑 窑 火 的 燃 起 埋 下 了 “ 火
种”。

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东汉时
期，在距离河姆渡不远的曹娥江流
域，越窑燃起熊熊火焰，这一烧就
是千年。

千年间，窑火从最初的曹娥江
流域蔓延到上林湖和东钱湖，使这
里一跃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
正值唐宋盛世，中国古代瓷业还形
成了“南青北白”的鼎立格局，即
南越窑北邢窑。“茶圣”陆羽称“邢
不如越”，是给予越窑青瓷的极高赞
誉。

彼时，窑场林立、产品竞芳，
代表越窑青瓷最高工艺水平的秘色
瓷也横空出世，“千峰翠色”“捩翠
融青”“巧剜明月”……文人墨客对
其不吝赞誉之词。

来到窑火燃烧处，置身瓷的世
界，方能读懂越窑青瓷何以能惊艳
世人。在上林湖越窑博物馆，或残
缺或完整的瓷器，在灯光下尽显莹
润之美，安静的环境，难掩昔日之
辉煌。

这种辉煌，不止于工艺水平，
更见于贸易盛况。千年前，明州港
帆影幢幢，商贾往来。越窑青瓷随
商船起航，将中华文明的种子带到
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当然，
异域风物也被返程的商船带回华夏
大地，东西方文明进一步交流互鉴。

回溯古时之韵，映照现实之景。
透过瓷器贸易，可以看到宁波

人始终不变的开拓开放精神和海纳
百川的胸怀。无论是古代的“明州
商 帮 ”， 还 是 今 天 的 “ 宁 波 帮 ”，

“闯”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敢为人
先、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着一代
代宁波人不断前行、追求卓越。

如 今 ， 在 历 史 舞 台 的 聚 光 灯
下，大港气势勃发，青瓷闪耀光芒。

从昔日的明州港到今天的“世
界第一大港”，港口是宁波最亮丽的
一 张 名 片 。 港 通 天 下 ， 与 世 界 和
鸣，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写照。

作 为 异 国 市 场 上 的 “ 明 星 商
品”，越窑青瓷在南宋初期沉寂，如
今，通过非遗传承人的匠心妙手，
它又重焕“秘色”之光，飞入寻常
百姓家。

聆听千年瓷韵回响，这是一场
沉浸式的文化旅行，也是一次跨越
时空的古今对话。

一个民族的文明脉络，一座城
市的文化底气，来自历史深处，在
当下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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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从东汉在上虞曹娥江流域创

烧 ， 至 南 宋 初 停 烧 ， 其 窑 火 延 续 了
1000 余年。曹娥江流域、上林湖和东
钱 湖 一 带 是 越 窑 青 瓷 的 三 大 中 心 产
区。”厉祖浩开门见山地道出了上林湖
越窑的历史地位。

初夏时节的上林湖畔，停眸皆青
翠。谁能想到，千年前这里曾窑火熊
熊、陶土生辉。

沿着青石板路蜿蜒前行，我们抵
达荷花芯窑址，看到了烧制越窑青瓷
的唐代龙窑遗址。遗址倾斜而下，窑
顶虽已不复存在，但从窑床上遗留的
垫饼中，依旧可以窥见当年烧窑时的
繁忙。

厉祖浩介绍，唐宋时期，越窑生
产的重心转移到上林湖区域，形成了
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和里杜湖
四大片区，最重要的上林湖片区目前
共有 115 处越窑窑址，点缀在湖的四
周。

20 世纪 30 年代，陶瓷考古学界泰
斗陈万里先生曾多次到宁绍平原调查
越窑遗址，并于 1935 年到达上林湖，
确认上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地。
专家认为，这里还是唐宋时期著名的
秘色瓷产地。随着法门寺地宫 14 件秘
色瓷的出土，以及近年来上林湖后司
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现与发掘，
这一论断被证实。

进入坐落于上林湖南岸的越窑博
物馆，记者看到了器型丰富、纹饰种
类繁多的越窑青瓷，如莲花纹盘托、
荷叶纹碗、秘色瓷花口盘、秘色瓷盖

罐 等 。 这 些 瓷 器 制 作 精 良 ， 胎 质 细
腻，釉色莹润，尤其是代表青瓷工艺
最高水平的秘色瓷，在中国古代陶瓷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走到一件秘色瓷碗前，厉祖浩停
下了脚步：“这件瓷器看上去就像玉一
样温润透亮，这就是秘色瓷如冰似玉
的特征，再仔细看，碗里就像盛着一
泓清水，其实里面空空如也，可谓无
中生有”。

透过这些古老的瓷器，古代制瓷
工匠练泥、拉坯、施釉、烧窑等场景
仿佛跃然眼前。一抔抔瓷土通过窑火
淬炼，炼出千峰翠色。越窑烧制出了
上百种瓷器，根据其功能和用途，可
以分为外销瓷、日用瓷、进贡瓷和定
制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作为‘母亲瓷’，越窑青瓷开创
了 素 雅 之 美 的 先 河 。 特 别 是 唐 宋 时
期，其釉色之美与当时以素为美的社
会审美相契合，引领着审美取向。”王
结华说。

除青瓷器具外，其衍生的瓯乐，
清脆空灵，深受文人雅士和士大夫的
喜爱。千年之后，瓯乐韵味不减，进
校园、入剧院、出国门，再现宋韵江
南的浪漫。

王结华还赞叹，越窑青瓷作为古
代手工产品，凝结了古人的智慧与匠
心，其产品不断丰富，装饰艺术趋向
优 美 ， 这 实 际 上 是 从 “ 制 造 ” 走 向

“智造”的过程。
这一跨越，正是越窑青瓷走向世

界、流芳海外的重要基础。

当远洋船队扬起风帆，一条连接
东西方的商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清晰显现。伴随着丝绸、茶叶等大宗
商品，瓷器踏上了远航之旅，成为异
国市场上的“明星商品”。

说起青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与
港口这两个关键词无法绕过。

海上丝绸之路，由广州、泉州、
宁波 （唐宋时称明州） 三个主港和其
他支线港口组成，串点成线，由此通
联世界。

而从地图上看，宁波地处东南门
户、南北要冲，自古兼得江河湖海之
利。“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
北、港通中外的宁波，是中国大运河
最南端的出海口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核心港，尤其是晚唐至元代，宁波
港迎来发展鼎盛期。”作为句章港城的
资深研究者，王结华深谙宁波港口的
历史地位。

唐朝时，明州港被当时的朝廷指
定对外开埠的港口之一，不但与一水
相隔的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有交往，
而且与东南亚甚至非洲的贸易也十分
频繁。作为越窑青瓷两大生产中心的
上林湖窑场和东钱湖窑场，距离明州
港都不远，因而受益无穷。

唐宋盛世，越窑青瓷迎来外销高
峰。明州港桅樯林立，大船驶出，向
东北可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东

南可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
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向西南可
到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地，以及非
洲的埃及、坦桑尼亚等地。

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让越窑瓷
器源源不断走向世界，海上丝绸之路
也因而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越窑瓷器贸易的繁盛，沉船亦可
为证。史料记载，唐宝历二年 （826
年） 前后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瓷
器 6.7 万件，越窑瓷器占比为 0.2%；10
世纪中叶的“印坦”沉船，出水瓷器
7000 余件，越窑瓷器占比为 20%；10
世纪后半叶的“井里汶”沉船，出水
瓷器 49 万余件，其中越窑青瓷在 30 万
件以上。

在 上 林 湖 越 窑 博 物 馆 三 楼 展 厅
里，陈列着多件印尼爪哇井里汶海域
出水的越窑青瓷，如五代的花口盘、
北宋的莲花纹碗等。

继 续 追 寻 考 古 足 迹 ， 在 朝 鲜 半
岛，新罗、扶余、益山弥勒寺遗址都
有唐代的玉璧底碗出土；在波斯湾地
区，苏哈尔古城堡遗址中出土了五代
时的越窑青瓷残件；在非洲，埃及福
斯 塔 特 古 遗 址 出 土 的 唐 代 越 窑 瓷 器
中，就有上林湖所产的平底凹形玉璧
底碗⋯⋯

青瓷不语，却成为古老灿烂的中
华文明与世界各国联系交往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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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器物本身的实用属性，越窑
青瓷还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在王
结华看来，它凝聚在工匠精神、人文
精神和城市精神等方面。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王结华告诉记者，制瓷工人赋予

越 窑 青 瓷 诸 多 创 新 。 比 如 从 龙 窑 来
看，其独特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创举，
依坡而建，头低尾高，犹如一条向下
俯 冲 的 龙 。 从 窑 的 长 度 到 斜 坡 的 设
计 ， 再 到 温 度 的 调 控 和 密 封 度 的 把
控，都凝结着匠人的巧思。一旦烧制
失败，产品即被销毁，不会流向市场。

“这种精益求精的过程，正是工匠
精神的体现。今天的宁波已成为‘制
造大市’和单项冠军之城，各家企业
锲而不舍的钻研和创新精神，与古人
制瓷的匠心一脉相承。”王结华说。

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
“越窑青瓷不仅仅作为一种物品输

出，同时搭建了与海外国家人文交流
的桥梁。”王结华说。

据 史 料 记 载 ， 东 南 亚 国 家 原 本
“ 饮 食 不 用 器 皿 ”， 越 窑 瓷 器 输 入 以
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
改变了饮食习惯；输入日本以后，越
窑青瓷得到青睐，被当作各种日用生
活器具和艺术品；著名的高丽青瓷也
部分脱胎于越窑青瓷，它最早继承的
便是越窑的制瓷工艺⋯⋯

文明交流是双向的过程，越窑青
瓷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吸收了
海外文明的精髓，其中不乏音乐、舞
蹈、服饰、动植物等，大量地反映在
瓷器上。在宁波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
器物上，鹦鹉图案的装饰就是其中的
代表。还有常见的胡人形象，以及莲

花、狮子等佛教图案造型，无不显示
佛教海上东传的印记。

王结华说：“我们影响了世界，反
过来我们也在接纳世界的影响。这种
互通有无、彼此浸润与影响，成就了
今天的宁波。”

开拓开放的城市精神——
“为什么宁波在近代成为‘五口通

商’城市之一？因为宁波拥有长期对
外开放的历史，是重要的交通贸易口
岸。”王结华解释。

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如今的
“一带一路”，宁波一直处于对外开放
的前沿；从昔日的“明州商帮”远渡
重洋到今日的“千军万马闯市场”，宁
波人始终抱有敢为人先、开拓开放的
精神追求。

这种精神已渗入城市的肌理，成
为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基 因 。 正 是 这 种 基
因，让宁波在对外开放的大路上阔步
前行。

例如，“朋友圈”越来越大。自
1983 年与日本长冈京市结为国际友好
城市以来，宁波已与世界 58 个国家的
114 个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结好数量在
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

再如，海运航线不断刷新。宁波舟
山港的 300 多条海运航线，连接着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
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

又如，外贸品类与日俱增。纺织
品、农产品、汽车、家用电器、机电
产品⋯⋯从生活必需品到高端制造业
产品，成千上万种产品从宁波出口到
各个国家。

扬帆出海，通达世界。海洋赋予
宁波的开放理念，几千年来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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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秘色瓷葵口圈足碗。 （唐严 摄）

唐越窑青瓷执壶

唐越窑秘色瓷花口杯

三国四系罐。 （唐严 摄）

唐越窑青瓷侧把壶 五代花口盘。 （唐严 摄）

唐代鸟哨。（唐严 摄）

上林湖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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