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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宁波的青瓷特别是
越窑青瓷文化在历史上曾有过没落
与失传的时期。

越窑青瓷研究专家林士民认
为，上林湖越窑青瓷衰落主要有三
大原因：一是宋代朝廷在北方自设
官窑，皇家定制上林湖越窑器物大
量减少；二是汝窑、钧窑、定窑等
名窑先后崛起；三是越窑原料瓷土
不足，同时缺少工艺改革，也就是
没有与时俱进，导致无法与后来者
竞争。

越窑青瓷历经宋元繁荣，到明
清时，其重要性下降，但龙泉窑的
青瓷却后来居上开始兴起。龙泉窑
继承了越窑青瓷的特色，又有了新
的发展，胎薄质坚，釉层饱满有玉
质感。南宋至元代，龙泉窑已成鼎
盛之势，而且，龙泉窑的青瓷烧制
前后延续并坚持了 1700 多年，直
至今日。2009 年，龙泉青瓷已被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本次青瓷艺术周的艺术大展
上，我们看到了许多龙泉窑青瓷的
作品，其中不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徐朝兴等艺术大师的代表作品。而
这几年，宁波越窑青瓷还处于恢复
烧制阶段。据市工艺美术协会提供
的 《2016 年宁波工艺美术行业调
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市越窑青
瓷主要生产制造企业只有 6家，分
别是慈溪 5 家，鄞州 1 家，其生产
规模较之于龙泉的青瓷产业，更是
不可同日而语。

在青瓷艺术周上，一些专家提
出了弘扬青瓷文化必须破题的具体
内容，这些问题同样对宁波越窑青
瓷文化的创新性传承具有借鉴意
义。比如，如何让青瓷的烧制符合现
代人的审美？如何借助厚重的历史
资源，以经典设计的思路，满足后工
业时代人们对青瓷文化的艺术需
求？如何改变陶瓷业的小作坊意识，
培养多层次的复合人才，引入文化
创意与工业设计元素？如何引导人
们的青瓷日常性消费并在青瓷文化
品牌推广上下功夫……一句话，就
是让青瓷成为中国最安全的日用
瓷、最华美的陈设瓷、最靓丽的街景
青瓷、最尖端的科技陶瓷产品，以此
让中国青瓷的审美潮流，走向天下。

对于宁波而言，传承弘扬青瓷
文化、发展壮大青瓷产业虽然任重
道远，却也有其因缘际会。巧合的
是，东钱湖上水岙越窑窑址附近正
是建设中的中国-中东欧投资贸易
博览会宁波会址所在，未来必将成
为“一带一路”国际交流的重要舞
台。专家们认为，作为中国古代优
秀传统文化和友好交流历史见证的
越窑青瓷，与当今中国发展的时代
主题完美契合。

这次青瓷艺术周的举办，或许
可以成为我市弘扬越窑青瓷文化、
发展青瓷产业的一个重要契机。

“对宁波而言，弘扬越窑青瓷文
化，不仅能传承宁波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越窑青瓷产业的创新发
展，也能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增

强宁波城市的文化自信。”中共宁
波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处处长
陈善杰这样表示。此次青瓷艺术
周，宁波市文改办作为指导单位，
正显示了宁波有关高层对弘扬青瓷
文化重要性的高度认知和肯定。

社会力量参与传承弘扬青瓷文
化，更让人看到了越窑青瓷在宁波
的远大前景，此次，华茂集团与中
国收藏家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一起主办了青瓷艺术周活动。中国

（宁波） 青瓷艺术论坛、中国青瓷
艺术大展、“华茂艺术奖”评比、
宁波东钱湖越窑青瓷特展、中国青
瓷 艺 术 大 展 作 品 拍 卖 等 10 项 活
动，围绕艺术创作、学术交流和市
场互动环节，整合国内外青瓷艺术
资源，以期丰富和提升中国青瓷艺
术品市场，打造宁波的青瓷文化品
牌。而百名陶瓷收藏家走进宁波、
青瓷系列校园活动更是提高了社会
各界对青瓷文化的关注热度。

华茂集团总裁徐立勋表示，东
钱湖上水岙越窑青瓷窑址的发现与
本次中国 （宁波）“一带一路”青
瓷文化艺术周是相互呼应的。通过
青瓷艺术周的活动，我们有幸见识
到青瓷大师们的作品，聆听陶瓷专
家们对青瓷文化的深刻见解。艺术
周不仅要展示优秀的青瓷作品，更
要传承优秀的青瓷技艺。“我们的
目标不仅要让古代珍品走出‘传
说’，也要让现当代作品走出‘深
巷’；不仅要让世界看到青瓷匠人
们将温度凝于双手的精湛技艺，也
要让时间感知青瓷匠人们将匠心沉
醉于热土的情怀。”

他表示，华茂集团举办这一活
动，不是一时性起，而是把弘扬青
瓷等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长期的事
业。浙江素有“百工之省”的美
誉，华茂集团未来将秉持“振兴传
统工艺美术，弘扬中国工匠精神”
之理念，以陶瓷、竹编、木雕、漆器、
骨木镶嵌等一系列中国传统工艺元
素为主，将艺术创作和市场拓展融
为一体，通过研讨、展示、推广等，在
东钱湖畔建设一个颇具特色的“创
意工美苑”。明年起，华茂集团还将
举办“中国青瓷艺术双年展”并坚持
下去，国家级的陶瓷等工艺美术大
师也将落户东钱湖国际教育论坛。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认
为，青色一直是中国人审美的核
心，深沉、优雅、含蓄是青瓷美学
的境界，也是中国文人推崇的至高
境界。宁波拥有发展青瓷文化的独
特优势，出土的青瓷年代久远、数量
众多、形式丰富、器物精美，是当之
无愧的成熟瓷器发源地。希望宁波
在厚重的历史积淀背景下，为发展
越窑青瓷提供生生不息的力量。

越窑青瓷，作为宁波传统文化
中最具特色的物质载体，与阳明思想
一样具有远播海内外、影响世界的强
大力量。那么在未来，青瓷文化能否
成为宁波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坚定
文化自信、走向世界的又一张靓丽城
市名片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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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10多
天里，“青瓷”成了
宁波媒体上出现的

“高频词”——随着
华茂集团发起、与
中国收藏家协会、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联合
主 办 的 中 国 （宁
波）“一带一路”青
瓷艺术周的开幕，
青瓷大展、《海丝·
瓷语》 论坛、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落户
宁波、青瓷艺术品
拍卖等活动接连登
台亮相，引发市民
广泛瞩目。

青瓷，特别是
越窑青瓷，作为宁
波最具特色的传统
文化代表之一，其
弘扬传承和创新发
展能否就此破题，
也由此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

中国历代文人极尽他们所能想
象的文字来赞美青瓷，如“色如烟
岚”“姿如圭璧”等，而唐代诗人
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
峰翠色来”的诗句，更是越窑青瓷
秘色瓷最形象贴切的写照。

据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河
姆渡文化时期，浙东地区的制陶业
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东汉晚
期，上虞、慈溪等地窑厂初具规
模，并正式烧制成青瓷，奠定了越
窑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百代不
迁的历史地位。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瓷器专家
王春城在本次青瓷艺术周的《海丝·
瓷语》论坛上首先为青瓷“正名”。他
从陶瓷工艺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国
历代窑口的演变，阐明了青釉瓷器
从 东 汉 时 期 始 华 丽 登 场 至 今 有
2000 多年历史。“纵观中国瓷器发
展历史，元代以前以青瓷为主体的
时间占了三分之二，青瓷在中国瓷
器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主角，也
是发展的主旋律，越窑青瓷更是中
国陶瓷的‘母亲瓷’。”

青瓷作为“母亲瓷”，其制作
和艺术水准很早就达到了高峰。记
者了解到，以茶具为例，唐时北方
以邢窑产品为代表，形成了白瓷茶
具产品系列，它与以越窑产品为代
表的青瓷形成了陶瓷茶具制作史上

“南青北白”的基本格局。在与邢
窑茶器的比较中，茶圣陆羽在《茶
经》 中认为：“若邢瓷类银，则青
瓷类玉；若邢瓷类雪，则青瓷类
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
色绿。”因此，青瓷能益茶汤之
色。如此相较，青瓷更胜一筹，越
窑青瓷也更受当时人们的青睐。晚
唐时期，越窑创烧成的秘色瓷，制
瓷水平达到巅峰，“秘色瓷”也因
此成为越窑精品青瓷的代名词。五
代、北宋早期，越窑生产达到鼎盛
阶段。在宋代五个“国家级”名窑
中，除定窑外，官、哥、汝、钧窑
的窑口均有青瓷茶具等器物烧制。

对于宁波人而言，说起越窑青

瓷，自然会想起慈溪的上林湖。从
唐五代到北宋早期，当时越窑青瓷
生产主要在现在的慈溪上林湖四
周。在上林湖周边，已发现百余处
越窑青瓷遗存。在全盛时期，上林
湖有上百家窑口在同时开工烧制青
瓷。

其实，在宁波的其他许多地方
也发现过越窑青瓷的窑址遗迹。在
市考古研究所罗鹏的眼中，东钱湖
就是与上虞曹娥江、慈溪上林湖并
列的越窑三大制瓷中心之一，这里
也是宁波最早的瓷器发现地。罗鹏
表示，目前东钱湖沿湖周边分布有
大量东汉至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窑
址，具有众多的知名窑场区，如玉
缸山、郭家峙、郭童岙、韩岭、马
山、上水、窑岙、下水、官驿河
头、蛇山等。临近的五乡、东吴、
奉化白杜等亦属于东钱湖区域的窑
址片区。

特别是 2016 年起，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东钱湖上水岙窑
址实施了考古发掘，共清理龙窑
窑炉 2 条，窑炉形制相同，均为
依山而建的龙窑，砖砌而成。其
间，也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瓷器

和窑具。
“种类丰富，形式多样；造型

别致，个别罕见；装饰繁缛，里外
施工；纹饰精美，栩栩如生；刻划
文字，史料珍贵；成型复杂，技艺
精湛；黏附器物，工艺再现。”这
是罗鹏对东钱湖上水岙越窑青瓷器
物特征与窑口价值的概括与评价。
这一发现，使人们对 10 世纪晚期
到北宋中期东钱湖窑场的生产状况
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有力地提升了
东钱湖在越窑青瓷体系中的历史地
位。2016 年度浙江省八大考古重
要新发现之一也因此授予了上水岙
越窑窑址考古。

记者同样了解到，1998 年 11
月，在同三高速公路的施工中，在
宁海岔路虎头山一带发现了几处北
宋越窑遗址，这证实了宁海也是越
窑青瓷产区之一，更是越窑外销瓷
器的主要产地，其部分精瓷产品可
与秘色瓷媲美。

可以这么说，在宁波各地发现
的众多越窑青瓷古遗迹，说明了青
瓷特别是越窑青瓷文化积淀之深
厚，而宁波作为中国陶瓷“母亲
瓷”的故乡更是名不虚传。

宁波，当之无愧的“母亲瓷”故乡

本次青瓷艺术周被冠之以“一
带一路”，这体现着主办者的良苦
用心，更与宁波青瓷文化与海上丝
绸之路密不可分的特性相关。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
港之一早有定论，从历史上来说，
从中唐起，中国的瓷器逐渐成为海
外贸易的大宗商品，那时的“海上
丝绸之路”亦可称为“海上陶瓷之
路”。而当时的明州港被称作海上
陶瓷之路特别是海上青瓷之路的始
发港，似乎更确切些。

1973 年，宁波和义路的唐代
码头遗址发掘出土了许多越窑青瓷
品，如飞鸟纹、荷花造型的茶瓯，
带空心銎的煮茶壶，海棠杯及瓜楞
执壶等 800多件。这些器物大多釉
色清亮、造型规整，据考证皆出于
上林湖窑场，极有可能是输出海外
的。

杨古城是我市著名的文物保护
热心人士，这次，应组委会之托，
他请来了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的
森达也教授参加青瓷论坛。这位日
本学者发表了题为《海上丝绸之路
与从宁波外销的越窑青瓷》 的论
文。

据杨古城介绍，森达也走遍了
几乎所有出土过中国青瓷器具特别
是越窑青瓷的世界各地，拍回了大
量的照片，他的足迹涉及日本、韩

国、东南亚以及中东、非洲等地。
森达也表示，仅在日本，从 8

世纪末到 10 世纪左右，大量输入
的有越窑青瓷和长沙窑青瓷等。

“以鸿胪馆和大宰府的北九州和当
时的首都平城京 （奈良） 与平安京

（京都） 等为中心，在 （日本） 全
国各地的地方官衙和寺院遗迹中都
有确认青瓷出土。”他说。

九州北部的博多区，在地下铁
修建过程中发掘出日本平安时代涉
外机构鸿胪馆的旧址。那时的博多
不仅是日本扬帆海外的起航地，更
是当时宁波贸易船的目的地港。这
里发现了大量的青瓷器具，其中就
有越州青瓷碗。

青瓷在当时的日本具有显赫贵
重的地位。在日本史书《仁和寺御
室御物实录》里，记载了宇多法皇
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有越窑青瓷
的碗、罐、壶等。“青瓷多盛天子
御 食 ， 也 是 当 时 大 臣 的 朝 夕 之
器”，从这样的文字记载中，可见
青瓷在当时的日本受欢迎的程度。

井里汶沉船是在印尼爪哇岛靠
近北岸的水下 50 米处发现的一条
贸易船。从 2003 年到 2005 年的两
年间，印尼政府与西方水下考古机
构 合 作 ， 共 打 捞 了 49 万 余 件 文
物。其中的唐、五代、北宋越窑青
瓷各类茶具就有 30 余万件，仅茶

碗一项就有几万件，还有精致的茶
托等。对考古界而言，此船始发于
明州港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了五
代北宋时，明州港已大量输出越窑
青瓷制品。

而东钱湖上水岙出土的器物等
考古最新成果也证明了越窑青瓷的
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罗鹏认为，上水
岙的青瓷产品在海外遗址、沉船中
有类似品种发现，该窑的器物可能
是海外贸易的出口瓷。他举例说，上
水岙出土的莲瓣纹碗与日本鸿胪馆
遗址出土的莲瓣纹碗形制近似；双
线瓜棱腹执壶与印尼井里汶沉船中
一种执壶的形制相似。一些器物甚
至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北宋
莲瓣纹盘、钵等遗物形制近似。

即使越窑青瓷没落之后，明州
港也是龙泉窑青瓷器物的集散与输
出地。1323年6月，一条从庆元驶
往日本博多却在韩国新安海域沉没
的中日贸易船就装载了大量的龙泉
窑青瓷。

在青瓷艺术周期间，“一带一
路”工商协会联盟筹备会委员王晓
光就对记者如此表示，中国历史上
的海上陶瓷之路或说海上青瓷之
路，与国家当今提倡的“一带一
路”一些线路几近重合，青瓷作为
中国文化的交流使者，具有不可替
代的历史属性和未来意义。

挖掘青瓷文化，以“一带一路”之名

图为中国图为中国 （（宁波宁波））““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青瓷艺术周开幕式青瓷艺术周开幕式。。（（贾铭贾铭 摄摄））

市民观看青瓷作品市民观看青瓷作品。。（（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体现文化创意的青瓷作品体现文化创意的青瓷作品。。（（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图为图为““青瓷寻踪青瓷寻踪””百名学子青瓷百名学子青瓷DIYDIY制作活动制作活动。。（（徐能徐能 摄摄））

上水岙越窑青瓷一号窑炉由南向北全景上水岙越窑青瓷一号窑炉由南向北全景。。（（罗鹏罗鹏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