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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档案里的 波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
宁波自古就和世界各地往来密切。在外国
档案及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宁波人文、历
史、风物的记载。即日起，本报推出“外国
档案里的宁波”栏目。本栏目将深度挖掘
外国档案里的重要宁波元素，在时空交错
中还原往昔、呈现今朝，展现宁波魅力。这
些文章，将通过对外传播平台向世界传播，
以提升宁波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编者按

6月2日，近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文化国际传播
史研究成果研讨会在慈溪市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
举行。

青瓷文化传承园毗邻上林湖，选择在这里举行，
有着特别的深意。位于浙江宁波北部的慈溪有着中
国“秘色瓷都”的美誉，这里的越窑始于东汉，终于南
宋，绵延千年，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窑系，越窑集
中地上林湖被称为世界最大的“露天青瓷博物馆”，
也是皇室御用“秘色瓷”的唯一原产地。

研讨会上，青瓷文化志愿者徐伟明向参加活动
的中外嘉宾分享了他今年年初发现的一组近代慈溪
上林湖越窑遗址珍贵影像与秘色瓷海外文献，让现
场来宾兴奋不已。

这兴奋源于一位叫普拉玛的美国人。他于
1935 年 7 月从上海辗转杭州，来到慈溪上林湖考
察，拍下了若干张越窑遗址照片，并于一年半后，在
国际刊物上发出了这些照片和三篇文章，系统性地
向世界介绍上林湖与越窑秘色瓷。慈溪市文物保护
中心原主任、越窑青瓷资深研究专家厉祖浩研究馆
员表示，从现有研究来看，普拉玛是第一位实地考察
研究上林湖越窑遗址的西方学者。

如仓央嘉措诗中所写，“你见与不见，它就在那
里”，这些照片和文章，一直都在那些刊物里，也许有
一些国外陶瓷研究专家翻到过，但对于越窑秘色瓷
的故乡中国而言，似乎没有研究者发现它们，直到今
年年初，徐伟明在查阅英文文献时发现了它们。

87年前，
他将上林湖越窑遗址

三篇文章
将上林湖越窑遗址推向世界

1935年底，普拉玛被密歇根大学聘为
远东艺术讲师，他回到美国工作。

不知是何原因，直到1937年3月，普
拉玛才发表了他对上林湖越窑遗址考察的
第一篇报告。

最早的一篇报告刊登在1937年3月
13日出版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上，文章
标题是《消失已久的浙江窑址，珍贵的宋代
陶瓷被挖掘出来用作建筑材料》，副标题是
《发现世界著名的秘色瓷源头》，这篇文章
披露了普拉玛在越窑窑址的考察过程。

此前，虽有人留下上林湖的湖景照，但
看不到窑址，在这篇文章中发布的照片是
清晰的窑址照，填补了20世纪30年代上
林湖窑址影像空白。

他在1937年3月20日的《伦敦新闻画
报》上，又发表标题为《发现著名的宋代秘
色瓷源头》、副标题为《珍贵的越窑瓷片，包
括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纪年铭文瓷》一文。

1937年下半年，普拉玛又在美国《伊
斯兰艺术》上发表了题为《一些来自萨马
拉的青瓷碎片找到了它们的来源》的文
章。他表示“一些萨马拉遗址发掘的青
瓷片不仅被证实是一种珍稀的中国陶瓷
——越窑或秘色瓷，而且可以追索到这
些瓷器的源头制造地——浙江宁波附近
的一个小湖，上林湖的南岸”。也就是
说，他确认了在伊拉克发现的瓷片来自
上林湖。普拉玛的观点后被当代考古学
家证实。

可见，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在上林湖及
周边烧制好后，被从明州港运走，送往亚洲
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上林湖越窑遗
址的文化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无论怎么
强调这个越窑窑址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进
一步的调查，包括系统性的考古发掘，有望
填补中国陶瓷史上的巨大空白。”

一边，三篇文章静静地躺在文献中，
一边，有人在努力探寻上林湖越窑秘色
瓷遗址的海外传播路径。这个人就是徐
伟明。

徐伟明喜欢越窑青瓷已多年，2021
年，他从一位北京建盏爱好者分享的图片
中偶然发现了普拉玛来过上林湖的线索，
但是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今年正月初一，
他在检索英文学术文献库的时候发现了普
拉玛介绍上林湖越窑遗址的文章，特别是
第一次发现普拉玛本人在上林湖荷花芯窑
址拍摄的照片，部分照片此前从未在国内
期刊文献报道中看到过，弥足珍贵。

志愿者希望
普拉玛后人来慈溪

在徐伟明看来，尽管从今天的考古研
究成果来看，普拉玛当初发表的一些学术
观点也有不足或偏颇，比如，普拉玛分享
的瓷器标本照片中把荷花芯窑址处收集
的数件唐代越瓷说成宋代，把一件龙泉五
管瓶明器说成产自越窑。但整体而言，普
拉玛对上林湖越窑与秘色瓷的研究领先
于他所处的时代。

普拉玛用三篇文章，将上林湖越窑
遗址推向了世界，这三篇文章既有在英
国发表的，也有在美国发表的，其中两篇
还被翻译成了日文刊登，这些都让上林
湖越窑遗址以及越窑秘色瓷得到广泛传
播。他的文章还为上林湖引来了一些国
际陶瓷研究者，为秘色瓷文化遗产赢得
了国际关注。

令人振奋的是，徐伟明还无意中发现
了普拉玛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由于普拉玛对中国的了解，二战期
间，他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开展合
作，完成了《中国古迹地图及清单》，呈送
给了陈纳德将军的美军第14航空队指挥
部，为中国战区的文物与古迹免遭空袭破
坏做出了新的贡献，他也被授予“古迹卫
士”。

1960年6月15日普拉玛去世后，他
在上林湖越窑遗址采集的标本留在了密
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的艺术博物院、人类
学考古博物馆、凯尔西考古博物馆和哈佛
大学艺术博物馆。

“我希望密歇根大学的这些博物馆
能和我们慈溪的越窑青瓷博物馆成为友
好姊妹馆，共同推进越窑秘色瓷的研究，
也希望找到普拉玛的后人，请他们到上
林湖来看看，让普拉玛家族和上林湖再
续前缘。”

在徐伟明看来，再美的越窑青瓷也是
器物，而器物背后的人，才是有温度的、多
彩的，2025年将迎来普拉玛考察上林湖越
窑遗址90周年，他期盼着这么一幅场景：
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普拉玛的孙子或孙
女，甚至是曾孙子或曾孙女，风尘仆仆地
来到上林湖，在湖光山色间听他给他们讲
述普拉玛90年前来到这里时的情景……

在这里，让我们替徐伟明@一下密歇
根大学艺术博物院、人类学考古博物馆、
凯尔西考古博物馆和哈佛大学艺术博物
馆，也@一下普拉玛的后人们，你们可以
发邮件至 1550083758@qq.com 联系徐
伟明。

记者 杨静雅 崔引 通讯员 徐伟明

陶瓷研究者
惊叹秘色瓷小屋

普拉玛是谁？
他于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

学位，1923 年加入中国海关，曾在上
海等多地工作。

高薪、长休假制度等综合因素使
得当时的中国海关成为不少西方名牌
大学毕业生跨国就业的一项选择。早
在1874年中国海关曾一次性从美国
哈佛大学招聘了4名毕业生。

普拉玛和妻子卡萝的共同爱好是
寻访各地古窑址收集瓷片。

1935年5月15日，被后人尊称为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的陈万里首次踏
上了上林湖这片土地，成为第一个实
地调查研究越窑窑址的中国学者。这
世间总有些赶巧的事，同年7月，普拉
玛也来到上林湖考察。

普拉玛是如何来到上林湖的？他
在发表的关于上林湖秘色瓷的三篇文
章的首篇有详细记述。

1935年春天，一个中国朋友给了
他三件相似的灰绿釉瓷片，说是窑址
里出的，但窑址在哪儿不得而知。追
根溯源，普拉玛得知这些瓷片来自杭
州周边。普拉玛从上海到了杭州并打
听到了上林湖的位置，在杭州时任之
江大学校长美国人费佩德和在余姚的
传教士邓肯的协助下，于1935年7月
上旬来到了上林湖南岸调研。

普拉玛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迄
今为止，外界对制造著名越窑瓷器的
上林湖遗址知之甚少”。可见，当时很
少有人知道上林湖是越窑秘色瓷的故
乡。

普拉玛在上林湖看到了什么？从
他发表在刊物上的照片可窥一斑。

在一张照片中，普拉玛将自己的
帽子作为参照物放在破碎的瓷器匣钵
中间，这些瓷片大小一般是帽子的三
分之一大，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

另一张照片上，生活在越窑遗址
附近的村民正在走动，他们身后的房
子整面墙都是用瓷片垒起来的，普拉
玛将这样的房子称为秘色瓷小屋，他
惊叹道：只有德国梅森瓷器或法国塞
夫勒皇室瓷器碎片盖的小屋可以与之
相提并论。

普拉玛此行发现了三个窑址，他
在发表的文章中都标出了位置，根据
普拉玛考察线路以及山形对比，徐伟
明和慈溪越窑研究专家确认其中一个
是荷花芯窑址，另外两个已经被新建
村庄和道路掩盖。

如今，青瓷文化志愿者诚邀其后人来慈溪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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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推向世

“发现宋代秘色瓷窑址……越窑是一种著名且极其罕见的早

期宋瓷，以秘色瓷最为出名”
——詹姆士·马歇尔·普拉玛（1935年7月摄于上林湖荷花芯窑址）

“普拉玛先生发现的越窑遗址附近的一所房子——就好比是用珍

贵的梅森瓷器或塞夫勒皇家瓷器碎片建造的‘欧洲小屋’，房子的

墙壁由宋代窑业废弃物堆砌而成，里面有无数珍贵的陶瓷碎片。”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照片由普拉玛1935年

7月摄于慈溪上林湖）

“越窑窑址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如上林湖窑址3照

片所示，隐藏在树木繁茂的小山丘茂密的植被下”（普拉玛摄

于1935年7月）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詹姆士·马歇尔·普拉玛（1899-1960），美国著名古陶瓷学家，密歇根大学亚

洲艺术教授，第一个发现并研究上林湖越窑遗址的西方学者。1935年7月，

普拉玛来到慈溪上林湖寻找越窑秘色瓷，1937年，普拉玛在英国、美国、日本

发表多篇文章，向世界宣传上林湖越窑秘色瓷遗址。
（1935年7月摄于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1937年3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

“窑址1（上林湖荷花芯窑址）：站在越窑窑址上，照片显示一个当地的农

民（左边）和杨先生，杨先生陪同普拉玛考察并帮他把当地的方言翻译成

普通话。”（普拉玛摄于1935年7月）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在上林湖窑址2，在这里，陶瓷制作很可能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照片里

一棵成熟的松树，在宋代的宝藏中扎根”（普拉玛摄于1935年7月）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新发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出土的珍贵考古宝藏：‘太平戊

寅’纪年款越窑瓷片，‘太平戊寅’四字（北宋太平兴国三

年），即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这一纪年款非常重

要，很可能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20日报道

“发现著名的越窑窑址的证据：中国雇工在讨论这些重要陶瓷标本的优劣，这些标本

准备装到上林湖的一艘船上”（1935年7月普拉玛摄于慈溪上林湖）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20日报道

“生活在越窑遗址上的当地农民将宋代陶瓷碎片用作建筑材料的另一个例子：一个

用窑业废弃物做墙的棚顶，古代的瓷匣钵被用于压墙基”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普拉玛1935年7月摄于慈溪上林湖）

“越窑窑址遗迹，包括珍贵的秘色瓷碎片：在上林湖的灌木丛中，用一顶帽子在中间

作为尺寸大小参照”（普拉玛摄于1935年7月）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