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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光能倒流，退回到 30
年前，闻长庆父子拿着自己烧制的
瓷器，请专家鉴赏，说这是“秘色
瓷”，对方一定会怀疑他们的脑子
出了问题——这秘色瓷存在与否还
很难说，谁亲眼见过？

今年 5月 23日至 7月 2日，北京
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秘色重光——
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
览，187 件（组）秘色瓷集中亮相。这
次展览有两件作品是宁波市越窑青
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闻长庆提
供的新秘色瓷，分别为仿法门寺的
八棱净水瓶和深腹大凹碗。

可别小看这两件作品，它们被
视为解开“秘色瓷”千年谜团链条
中最末端的关键一环，具有破解密
码的现实意义，是多少研究者试烧
多年而未能取得的成果。因此，尽
管是新器物，也被列入展览之中。

从文字的角度，把越窑秘色瓷
推到至高唯美境地的是唐代诗人陆
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
夺得千峰翠色来。”诗句向人们展
示了一个来自大自然泥土的结晶、
似玉非玉、玲珑剔透、令人神往的
神奇器物。

北宋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
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
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
之，故云秘色。”是说这种瓷器只有
皇家才可享用，大臣和庶民百姓是
用不得的。“用不得”的背后，赵令畤
没有直说，那是要杀头的。

宋代以后，越窑衰落，秘色瓷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来，只能
在文献里看到它们了。秘色瓷究竟
什么样儿，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甚
至怀疑，秘色瓷是否真的存在过。

对古代文物推崇备至的乾隆皇
帝因未见过秘色瓷，曾遗憾地写下
诗句：“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
窑晨星稀。”

秘色瓷的神秘身世，因为 30 年
前的一场地震，抖搂出来。1987 年，
一场地震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的
唐代佛塔震塌，文物部门不得不对
塔基地宫做考古发掘。考古人员惊
喜地发现地宫中存放着1４件青瓷，
均完好无损，瓷器边上有个《应从真
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
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
碑，详细记载了瓷器为“瓷秘色”，也
就是史上所称的秘色瓷。这一发现，
如同一颗炸弹在陶瓷界、文物界炸
响，千古谜团不攻自破，秘色瓷一下
子有了可资借鉴的“标本”。

疑问接踵而至：这些“薄如
纸，青如天，明如镜，声如磬”

“光色不定”“无中生水”的“贡
瓷”究竟是哪里生产的？

专家们根据瓷器的风格、造
型、胎釉分析，最终确定是宁波慈
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产品。可上林
湖有几百个窑址，并非每一个窑址
都生产秘色瓷，法门寺秘色瓷到底
是哪个窑口烧制的呢？

这成了考古学家们多年探寻的
一个课题。从 2015 年到 2017 年几

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
位对上林湖中部的后司岙窑址进行
考古发掘，有了重要发现。后司岙发
现大量的残器或瓷片，基本可以对应
法门寺地宫和其他窑址出土的秘色
瓷，有些几乎是相差无几。如此高度
的一致，足以证明后司岙窑址是秘色
瓷的重要产地之一。这一发现，得到
了考古界的高度认可，后司岙窑址被
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今年，恰逢 法 门 寺 地 宫 发 掘
３０周年，考古学家们经过细致的
探查，终于为那些沉睡千年的秘色

瓷，找到了“娘家”。
故宫展览的主题词中提到了

“再进宫”，其实那些神秘的瓷器当
年并未在故宫“相聚”过，因为有
的根本没有进过紫禁城。真正享用
秘色瓷的应该是五代十国、隋唐宋
辽等时代的帝王，此“宫”非彼

“宫”。这些千峰翠色的器物从帝
王、王公大臣身边的赏物，一直陪
伴他们离开人世，共同走入另一个
世界，被摆放在五代吴越国钱氏家
族墓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
周王赵祐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
宗贵妃墓……这些墓葬均为近年来
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随葬的秘色
瓷很多是首次对外展出。

八棱净水瓶是佛教文化中的器
物，被视为秘色瓷的代表作。这次故
宫共展出了六件八棱净水瓶，它们
分别为法门寺地宫一件，故宫收藏
的两件，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浙江省考古所新近在上林湖发现的
一件 （残器），浙江慈溪闻长庆父

子新烧制的一件。六件作品扎堆展
出，历史上从未有过，尤其是法门寺
的那个八棱净水瓶，堪称稀世珍宝。

其实，这六件作品并非完全相
同，你可以从造型的细微变化，釉
色的差异效果，瓷胎的密结程度，
领略到出自不同时期、不同窑址、
不同工匠打造秘色瓷的技艺之美。

这等美物，又是如何烧制出来
的呢？

秘色瓷的一个“秘”字，把人
们搞得云里雾里，神魂颠倒。多少
人为此倾其一生，潜心研究，终不

得要义。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
破解了烧制秘色瓷的诸多技术层面
的问题，专家从叠压的瓷片、废弃
的窑场、窑址的布局中还原了晚唐
五代秘色瓷高峰期的烧制方法，着
力寻找神秘的、只有小范围才知晓
的要诀。越窑采用匣钵烧制产品已
是一大进步，但后司岙烧制秘色瓷
所用的匣钵不是普通的粗泥，而是
用纯瓷土做匣钵，并且瓷釉封闭，更
有利于温度的均衡，色泽的莹润，这
在其他考古现场是少有发现的。

然而，考古意义上的研究替代不
了一切，要真正复原秘色瓷，破译其千
年不为人知的制作密码，还需实际操
作。只有按古法一环一环“走回去”，

“怎么烧”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闻长庆或许命中注定后半生要

与秘色瓷“纠缠”在一起。
今年６9 岁的闻长庆，中等身

材，一头浓密的银发，浓眉大眼。
他那平静的外表下面，蕴藏着一颗
别人难以捕捉的沸腾之心。

闻长庆的博物馆、研究所、制
瓷车间都设在同一个大院内。平日
里大门紧闭，边上是门卫室，乍一
看，有点像机关大院。整个院子，
小桥流水，绿荫繁盛，按功能划分
出不同的区域。

闻长庆与越窑瓷器结缘，有着
天生的地域因素。因为出生在上林
湖畔，加之年轻时喜欢收藏，慢慢
地走上了越窑秘色瓷的研究之路。

上世纪 80 年代，家里盖房子
需要到上林湖边取土，他看到了大
量被挖出的瓷片，见到品相好的，
就随手捡了回来。后来他从资料中
得知，上林湖一带从东汉时开始烧
瓷，直至南宋末停烧，绵延千年之
久，是世界上最早烧瓷的地方。那
时，他每年都能看到几件老乡们挖
出的残破器物，直到有一天，一块
特别的瓷片，彻底俘虏了他的心，
使他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那块瓷片上刻着“上林乡闻陆
堡”几个字，让他眼前一亮。刻字
表明，有“闻”姓先人在上林湖畔
烧过窑，而闻长庆世代居住于此，
堪称土著。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
买下那块瓷片，如今那块瓷片被收
藏在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里。另据
一块唐五代俞氏都勾押的墓志铭记
载，俞氏为世袭置窑官吏，俞氏都
勾押的媳妇也叫“闻氏”。好几处
记载中都出现闻氏，再加上“闻”
本来就是小姓，闻长庆觉得自己的
祖先要么在上林湖管理过窑炉，要
么亲自烧制过秘色瓷。他找来 《余
姚县志》，里面明确记载，上林湖
曾设过官窑。

闻长庆似乎受到冥冥之中的感
召，一股神秘的力量诱使他去寻找
秘色瓷的源头。

他开始大量地收集瓷器和瓷
片，考察窑址，专研越窑，关注秘
色瓷。在一个施工的工地，他收入
成吨的瓷片，而后不惜重金运回
家。多年下来，他收集的瓷片有四
五吨。器物收得多了，他建起浙江
中立古陶瓷博物馆，搭建起弘扬古
越文化的平台。后来，为了研究和
烧窑方便，他又创办了浙江中立越
窑秘色瓷研究所，开始实施他复烧
秘色瓷的宏伟计划。

上世纪 80 年代，闻长庆开办
了一家生产制冷设备的企业，企业
产值可观，曾荣获浙江省首批创新
型百强科技企业、国家科技企业等
称号。可他内心钟情的还是家乡的
越窑瓷器文化。他把外地工作的儿
子叫回来，把企业交给了儿子、女
儿经营，自己来个“金蝉脱壳”，
一门心思琢磨越窑秘色瓷。如今，
企业规模大幅萎缩，产值连当年的
零头都赶不上。

上林湖畔窑址众多，瓷片漫山
遍野，涉及多个朝代。他家距2016
年十大考古发现地之一的后司岙遗
址，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湖水

相隔，要坐一段船方可抵达。一场
阵雨过后，我们随闻长庆去后司岙
遗址考察，事先并未通知，看管人
员见是闻长庆来了，一路放行。对
地上堆积的瓷片，闻长庆随便拿起
一个，就能说出它们的年代和特
征，这里的山山水水，早已融进他
的生活。

他上山寻找千年前的高质量瓷
土，寻找原本属于秘色瓷特有的瓷
泥，然后反复挑选，为秘色瓷的复
烧做必要的准备。他在研究中发
现，秘色瓷到后来之所以停烧，一
个重要原因是瓷土质量的下降，高
质量的瓷土越来越少，无奈，瓷工
们只好采用带有杂质的瓷土做坯，
为遮丑，施以厚釉，由此改变了秘
色瓷“薄如纸”“明如镜”的特征。

釉色是秘色瓷的脸面，也是烧
制的核心机密。他按古籍中有关越
窑的零星记载，运用草木灰配制，
边对比边烧制。有时为了烧制一个
火柴盒大小的瓷片，也得精心调
制，沾釉后从头烧制，走完整个程
序。试烧过多少遍？“无法统计
了，或许有上万遍吧。”他淡淡
说，“别看陆龟蒙写的是一首诗，
不是论文，但古人其实已经明白无
误地告诉我们，秘色瓷的最高境界
是‘千峰翠色’，是大自然的色
彩，是上林湖碧绿泛青的颜色。这
需要我们去细细地咀嚼、感悟。”

在闻长庆的浙江中立博物馆外
的一个角落里，我们看到一个仿古
代龙窑造型的窑炉，闻长庆用它来
代替通用的煤气炉或电炉子，烧窑
用的柴火也是传统的松枝等植物。

恢复古法烧制，意味着你不能
跳开古人的定式和色泽，烧出来的
作品不仅要与原物相仿，更要达到
神似的效果。探索过程中，需要总
结出一套早已远离我们今天生活的
方法来，其间的失败乃是家常便
饭。许多瓷器作坊也曾尝试过，后
来终因投入过大，屡试屡败，只好
选择放弃。

闻长庆和闻果立父子把标准器
型瞄上了法门寺的器物，为此，他
们不知跑了多少趟，反复观摩和对
比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些器物。闻
果立说：“法门寺的秘色瓷技艺水
平实在是太高了，如有天助。我们
最初烧出来的产品，拿去对比，一
点都不像。”回来再改进，再重烧。

炉火熊熊，炉内从最初的几
度，渐渐被加温到 1300 度左右，
瓷器在火红的窑炉里浴火重生，闻
长庆的心也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起
伏。瓷器在窑中烧制，好比母亲孕育
孩子，新生命的降临，每一次都是那
么令人激动、期待。可能是盯着炉火
的时间过长，也许是花甲之年已无
法承受这样的专注，突然有一天，闻
长庆的视力急剧下降，几近失明。

复烧秘色瓷，老天要他付出的
不只是经营的损失，更是精力、毅
力和身心的代价。即便如此，闻长
庆仍然没有放弃。经过三年多夜以
继日的制作、配比、改进，2012年
8 月，他终于烧制出较为理想的秘
色瓷，恢复了失传千年的越窑秘色
工艺方法，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2013年，闻长庆父子携带复烧

的秘色瓷作品，专程前往法门寺博
物馆作对比，该馆研究员看到瓷
器，真假难辨，发出了由衷的惊
叹。法门寺博物馆为他们的精神所
感动，决定特聘闻长庆、闻果立父
子为博物馆研究员。为方便他们的
秘色瓷研究，彼此还建立了长期研
究合作伙伴关系。

除此之外，国内其他藏有秘色
瓷的博物馆，也曾多次留下了父子
俩的足迹。

我 问 闻 长 庆 ：“ 您 烧 制 的 产
品，成品率能达到多少？”他回
答：“理想的，不到百分之一。”

闻长庆复烧出秘色瓷，在学术
界引起较大反响，研究秘色瓷多年
的专家纷纷到慈溪来一看究竟。

秘色瓷出自越地上林，但并不
是说越窑中好的产品就是秘色瓷。
早年在上林湖众多窑址中，秘色瓷
由专门的窑口烧制，有专门的配
方、专门的工匠，烧制出来后又供
给专门的享用群体，数量极其稀
少。闻长庆称，秘色瓷不仅是官
窑，更是御窑的产品。

那么，闻长庆烧制的新秘色瓷，
是否达到与古代相类似的标准？

闻长庆介绍说，烧制过程中，
他每一步都委托陶瓷科研机构，运
用先进的仪器进行测试，用数据说
话。有时为了获取准确的数字，他
会烧上几十遍。秘色瓷复烧的背
后，支撑他的始终是古法加科学。
他研究秘色瓷多年，出版了 《不该
遗忘的浙江陶瓷史》一书，厚厚的

《越窑秘色瓷研究》（上下册） 也即
将付梓出版。

从 2007 年起，闻长庆已经连
续举办了六届有关越窑秘色瓷的研
讨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王莉
英、副会长沈岳明等古陶瓷专家到
会发表观点。2013年 6月中国古陶
瓷学会举办恢复唐五代越窑秘色瓷
鉴赏会，邀请了一批国内文博界专
家、考古学专家，沈岳明代表到会
专家，确认闻氏基本掌握了烧造秘
色瓷的工艺技术。故宫专家耿宝昌
看了闻长庆的作品后称赞道：“这
实在是太好了。”

法门寺博物馆、浙江博物馆、
浙江大学、西湖博览会、法国艺术
家联合会、希腊国家亚洲艺术博物
馆等单位永久性收藏了闻长庆的

“越窑秘色瓷”作品。法国罗浮宫
也收藏了他们烧制的越窑秘色瓷荷
纹尊一件。

2016年，闻长庆烧制的秘色瓷
八棱净水瓶、秘色瓷观音瓶和秘色
瓷缠枝纹香炉三件作品，进入杭州
G20峰会贵宾厅陈列。

今年 8 月 7 日，闻长庆以宁波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窑青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走进
央视一套 《我有传家宝》节目，向
观众讲述他的秘色瓷。

失传千年的秘色瓷重回人间，
这次不是以出土文物的方式，而是
以中断千年又被接续的独门绝技，
呈现在世人面前，笼罩千年的秘色
瓷神秘面纱，就这样被上林湖畔一
对执着的父子揭开了。从此，秘色
瓷的光环被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所看
见。

千年秘色 重现人间

李广华

闻长庆在上林湖闻长庆在上林湖 （（金再军金再军 摄摄））

上林湖畔的瓷片上林湖畔的瓷片 （（闻长庆闻长庆 供图供图））

图为闻长庆父子烧制的仿法门寺八棱净水瓶图为闻长庆父子烧制的仿法门寺八棱净水瓶 （（闻长庆闻长庆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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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长庆和他的秘色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