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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为什么会出现？
跟当下有什么样的关系？唐代横渡
印度洋的中国人是谁？唐代阿拉伯
商船来中国要走多久？唐宋元明
清，世界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文化
交流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故事？答案
或许可以从宁波博物馆正在展出的

《CHINA 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
船与贸易瓷器大展》中找到。

这个在“海丝”申遗和一带一路
倡议大背景下策划的展览，精选了来
自全国22个文博单位、共计300余件

（套）古代贸易瓷器及相关展品，以航
海造船和瓷器贸易为双主线，向市民
呈现了自唐到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壮
阔图景。此次展览既是宁波博物馆
2018 年的开年大展，也是开馆 10 周
年的首个重量级展览。

双主线：航海造船和贸
易瓷器

唐朝时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繁
荣，广州、扬州、福州、泉州以及
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等著名港口
汇聚了众多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
主的商胡。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
发展，水密隔舱技术得到广泛应
用，大大提高了船只的航海性能。
各国商舶往来，将西方的珍宝、香
料等输入中土，把东方的瓷器、丝
帛等运往异域，长沙窑瓷器、青
瓷、白瓷等开始成为海上贸易的大
宗商品。

中国对世界航海史有很大的贡
献，早期的车轮舟已经使用类似机
械装置的推动力，汉代已经发明船
尾舵，唐代起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
领先世界。宋元时期贡献更突出，
航海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为大航海
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
贸易沉船，虽为悲剧产物，却也是
时间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

展览展出了 11艘沉船的相关文
物，包括“哥德马尔森号”“华光礁
Ⅰ号”“南海Ⅰ号”“碗礁Ⅰ号”“南
澳Ⅰ号”“万历号”以及“连接东西
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黑石号”，在象山海域出水的

“小白礁Ⅰ号”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单月英

是本次大展的策展人，她说，涉及沉
船的船模就像一个个时间胶囊，每一
艘背后都有很强的故事。“黑石号”是
一艘唐代商贸船，船上发现了 67000
余件贸易品，其中有 56000多件长沙
窑瓷器和部分越窑青瓷。“小白礁Ⅰ
号”则记录了清代海洋贸易的情况，
在出水的 1000 余件文物中，不仅有
大量的青花瓷，还有 300块宁波特产
梅园石材。“船上装载的中国贸易陶
瓷，都能够与国内古窑址考古出土、
海外发现的同类器物相对应，从而相
对准确地描绘出中国古代贸易瓷器
从生产到出口的完整路线，成为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经济、文化
交流的重要资料。”

贸易瓷与其他瓷器不同，它既
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技术特
点，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与世界交
流、融合的多元性。展览中，有唐
代时受阿拉伯半岛等地的装饰影
响，生产的相当数量的椰枣纹模印
贴花瓷器。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和
制瓷产业高度发达，除了日用器
物，还有专门用于满足海外市场、
造型奇特的军持、小口瓶等；到了
明清时期，贸易瓷更是杂糅了各个
国家的特点，包括非常流行的定制
瓷器，上面描绘的不再是中国山
水，而是国外贵族的家徽或者异国
君主的传奇故事。除了这些由中国
匠人制作的贸易瓷器，展览还展出
了来自德国、英国等地的瓷器，它
们最初以仿制中国瓷器起步，比如
17 世纪，欧洲流行的“蓝色洋葱”
纹饰，极有可能模仿了中国瓷器上
常见的石榴与桃子。

展出的器物如此之多，重点在
哪里？单月英说，每一件都是展览
的支撑，相对而言独立柜放置的器
物比较重要，比如宁波和义路码头
遗址出土的青瓷荷叶盏托和扬州博
物馆藏的白釉碗。“唐之前青瓷一统
天下，唐代开始北方以邢窑为代表
的白瓷烧造异军突起，形成南青北
白的造瓷格局。这件白釉碗级别并
没有定得特别高，但是从釉色等方
面看是当时白瓷高水平的代表作。”

单月英还特别介绍了藏于故宫
博物院的青花红彩描金盖缸、青花

矾红彩描金花卉纹盘，这两件是景
德镇窑仿日本“伊万里瓷”中“金
襕手”风格的外销产品。“金襕手”
风格的瓷器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
结合，再施绘金彩，颜色鲜艳，整
体风格显得富丽堂皇，与当时欧洲
流行的洛可可风格趣味相合。“1368
年明朝建立，洪武元年发布了第一
个禁海令，之后大约 200 年间是中
国严厉的禁海期，不允许民间贸
易，瓷器外销主要通过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的瓷器都是精品，当时中
国和欧洲已经开始直接通航，无法
满足域外的瓷器要求。这个时期日
本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通过伊万
里港往外销，称为伊万里瓷，占领了
欧洲市场。海禁结束，中国瓷器向域
外输出的时候，需要把失去的市场找
回来，这时候中国的瓷窑尤其是景德
镇为了迎合市场，开始仿日本的伊万
里瓷。因为在技术等各方面占有优
势，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日本的瓷器挤
出了欧洲市场。”单月英说。

宁波元素：越窑青瓷、
“小白礁Ⅰ号”、永丰库遗址

自古以来，宁波一直是海上丝
绸之路主要港口城市之一，唐朝时
开辟了由明州直航日本的新航路。
宁波古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活化石”有大量遗址、遗迹印证，
永丰库遗址是进出宁波港口的货仓
和集散地，保国寺是我国与东北亚
建筑技术交流交往的平台，上林湖
越窑遗址见证了瓷器贸易的千年历
史，天童寺则是东北亚千余年来佛
教文化的交流中心。《CHINA 与世
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
大展》也展出了众多宁波海丝元素。

作为展览主办方之一，宁波博物
馆馆长王力军表示，宁波博物馆秉持
大资源观，开放办馆，此次和南京、上
海联合举办大展，全国 20 多家文博
单位参与，正是宁波海丝精神的体
现。“三地展出时按照各个地方元素
增补，宁波展出时维持大的框架不
变，特意增加了永丰库遗址内容。永
丰库遗址是 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也是首次在江南地区发现
贸易官署，对于海丝遗迹来说地位
非常重要；渔山发现的‘小白礁Ⅰ
号’沉船也单独作了重点介绍。”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唐
代珍贵文物，以越窑青瓷为主，还
有一批长沙窑器物。青瓷器有碗、
壶、瓶、盘、碟、灯盏、罐、钵、
水盂等。这些精美的越窑青瓷汇集
在明州港口的码头，当为远洋外销
而备。如今，它们静静地在展厅等
待大家了解曾经的故事。唐代时，
盏与托是配套的茶具。展厅中的青
瓷荷叶盏托的托具为卷状荷叶，上
置一件敞口荷花形盏，宛如出水荷
叶，托着怒放的荷花。唐诗人孟郊
曾以“越瓯荷叶空”的诗句赞赏越
窑荷花形盏。藏于宁波博物馆的这
件青瓷荷叶盏托釉色青翠饱满，为
越窑青瓷精品。青瓷刻划荷叶纹海
棠式杯，造型是唐代对外来金银器
造型的吸收与借鉴，是晚唐出现的
新品种。青瓷坐狮是越窑青瓷中难
得的陈设用瓷。此外，还有与“黑
石号”出水瓷器中形制基本相同的
越窑青瓷执壶等。

张贤衷

报头是一张报纸的眉目，
引人注目，报社大多请著名书
法家或名人题写报头。大家熟
知 的 1980 年 复 刊 后 《宁 波
报》的报头，就是甬籍著名书
法大家沙孟海题写的。今天，
我想说的是六十多年前，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任全国书法家协
会主席舒同，为宁波两份报纸
题写报头的事。

舒同题写的这两个报头分
别为“宁波时报”和“宁波大
众”，字体飘逸灵动，颇具特
色，给人印象深刻。舒同是江
西省东乡县人，生于 1905 年
11 月 25 日，卒于 1998 年 5 月
27 日 ， 1925 年 参 加 党 的 工
作，曾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
长征。他热爱书法艺术，师法
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
但尊法而求新求变，逐渐形成
自己的书法风格。名家评论他
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
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
厚通畅。早在 1942 年的延安
时期，舒同的书法已在延安广
为流传，被誉为舒体而竞相仿
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
全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宁波时报》 于 1950 年 7
月 7日创刊。筹备时，报社驻
上海办事处设法请舒同题写报
头。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
宣传部长，也在上海。他欣然
命笔，书写了圆劲婉通，飘逸
灵动的“宁波时报”四个大
字。舒同题写的报头为《宁波
时报》增光添彩，获得宁波文
人雅士广泛赞扬。《宁波时
报》 在一年多后停刊，1951
年 9 月 1 日创办 《宁波大众》
报。那时候，舒同已调任中共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报社就写
信请他再次为宁波题写一个报
头，他依然热情地为宁波题写
了宽博端庄、润厚通畅的“宁
波大众”四字。《宁波大众》

报使用舒同题写的报头十多
年，直到“文革”改为宋体字
的报头。

令我难忘的还有新中国成
立后宁波第一份党报——《甬
江日报》（创刊于 1949 年 8 月
8 日），那雄厚刚健的报头，
是由时任中共宁波地委宣传部
长、改革开放初曾任中共浙江
省委书记的薛驹题写的。薛驹
同志在苏北解放区办过报纸，
来浙东四明山打游击后，担任
中共四明工委宣传部长，分管
领导《四明简讯》报社。他不
光文笔好，书法也刚劲有力。

《甬江日报》 一直使用这个报
头直至停刊。

据我的老领导徐炎同志回
忆，在四明山打游击时，薛驹
手把手地教办报人员用圆头铁
笔磨写“四明简讯”的报头，
刻蜡纸油印报纸。薛驹作为在
苏北解放区办过报纸的老报
人，不仅给 《四明简讯》 的
办报人员讲解办报的指导思
想 （如 报 纸 的 党 性 、 指 导
性、真实性、群众性等），还
手把手地教会办报人员刻蜡
纸、画小报头、写美术字、
划板样等等。薛驹不仅写得
一手工整漂亮的钢板字，还
热爱书法艺术，学得一手老
到的毛笔字。薛驹同志如今
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他离休
后常来宁波，并为宁波多处
革命烈士纪念碑、亭、馆和
红色堡垒村题词。

除了舒同、薛驹、沙孟海
之外，是否还有书法家或名人
为宁波题过报头？据我熟悉的
几位高龄老领导、老报人回
忆，徐特立在 1950 年为 《宁
波时报》题写过报头，但最终
选用了舒同的题字；郭沫若曾
为《宁波大众》题过报头，但
具体在哪一年、最终是否采用
记不清了。我也八十多岁了，
只能记下这些了。

（作者系宁波老报人）

舒同、薛驹题报头

“CHINA与世界”：让沉船古瓷“说话”

青瓷暗
八仙纹克拉
克 盘 （ 明

“ 万 历 号 ”
沉船出水）。

人 们
在 参 观 宁
波 和 义 路
唐 代 海 运
码 头 遗 址
出 土 的 越
窑青瓷。

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出土的黄釉绿彩龙首壶
（左） 和越窑青釉荷叶带托茶盏 （右）。

展厅一角。观众在沉船模型前驻足。

青花缠枝
牡 丹 纹 梅 瓶

（元）。
（周建平 摄）

薛驹题写的《甬江日报》报头

舒同题写的《宁波大众》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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