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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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曾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惊艳世界

如今，熄灭了800年的窑火再度燃起
西雅图常务副市长说：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美丽的器皿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青瓷，曾代表中国青瓷烧造技术的最高成就。一千多年前，在海
上丝绸之路上，它乘坐帆船远渡，最远曾到达非洲大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慈溪上林湖边熄灭800年的窑火
再度燃起，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又现越窑青瓷轻盈的身影。

越窑青瓷和世界的故事，从何时开
始，又涉及多少国家？日前，记者来到
越窑青瓷的故乡慈溪探究。

在慈溪博物馆，馆长厉祖浩翻开一
卷卷珍贵的资料，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着
越窑青瓷曾经的辉煌。

“越窑青瓷作为大宗贸易商品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外销，学术界认为是从唐代
中期开始的。虽然日本等地也曾零星发
现过更早时期的越窑青瓷，但数量极少，
可能是商人、使节或僧侣来往时随身携带
的。”厉祖浩说，从越窑青瓷的海外遗存
看，越窑青瓷不但作为大宗商品被运往朝

鲜半岛和日本，还被运往南亚、西亚乃至
东非等地。近年来，在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泰国、巴基斯坦、伊朗、埃及、肯尼亚等
地都有越窑青瓷出土或被发现。

“你看，这是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
船上打捞出的青瓷，和同时代的慈溪越
窑青瓷一模一样……”厉祖浩打开电
脑，向记者展示着两者的照片，两者的
颜色、器形和花纹都如出一辙。2003
年，井里汶海域发现一艘沉船，出水越
窑青瓷30余万件，大多制作精细，图案
精美。厉祖浩颇费周折，收集到了照
片。从照片上看，这批古青瓷虽然在海

底沉睡了几百年，但是灰胎薄釉上的花
纹依旧清晰。

为什么越窑青瓷会成为当时海上
丝绸之路上的热门商品？据厉祖浩介
绍，这一方面是因为越窑青瓷品质出
众，另一方面和茶叶成为世界各地文人
雅士时尚饮品有关。茶叶是中国古代
外销的主要商品，而青瓷正是茶叶最好
的搭配。茶圣陆羽曾在《茶经》之中以

“类冰”“似玉”赞美越窑青瓷品质高雅，
称“越瓷青而茶色绿”。所以，当一艘艘
帆船载着茶叶远航时，也少不了青瓷，
它们一起成为外国人喜爱的商品。 越窑青瓷不仅被源源不断地运往

海外，它的技艺也流传到海外，对其他
国家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昨
天，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
究员林士民这样告诉记者。

“越窑青瓷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主要
的遗存。”据林士民介绍，沿着海上丝绸
之路传播到全世界的，除了精美的青瓷
产品，还有整套越窑青瓷的生产技艺。
以浙东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制瓷文化，对
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韩国的高丽青瓷，就是学习越窑青
瓷全套技艺发展起来的。在韩国南部
的全罗南道康津郡，从11世纪开始就大
规模烧制青瓷。高丽青瓷制品在造型、
釉色、花纹方面与越窑青瓷都很接近。
烧制高丽青瓷的窑也和烧制越窑青瓷
的窑在形状上如出一辙，都是龙窑。

越窑青瓷还对日本与埃及的制陶
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知名的古
窑之一濑户烧，也曾仿制越窑青瓷。

林士民还介绍，除了宁波本土生产
的越窑青瓷，全国其他地区的瓷器也从
宁波走向世界。自北宋后，朝廷在宁波
设立了市舶司，全国各地的特产都从宁
波出口，其中主要的就是瓷器。古明州
港的陶瓷贸易，除了有浙江的越窑、龙
泉窑青瓷，还有长沙窑、景德镇窑的产
品，古明州港也因此成为东方海上陶

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之一。宁
波和义路遗址曾出土过一批
长沙窑器物，宁波的码头遗
址还出土过景德镇产的青
白瓷，这些都是宁波作为
古代全国海上贸易重要
港 口 的 证 明 。

记者 孙美星

离开装满历史的慈溪博物馆，记者
来到了洒满故事的上林湖。

蓝蓝的湖水、蓝蓝的天和一片片如
同棉花一样的白云自然调色，就如同越
窑青瓷的颜色。坐着渡船，来到荷花芯
窑址，这里正在复制一座一千多年前的
龙窑，即将完工的龙窑如同一条长龙正
在从山下向山上爬行。记者仿佛看到千
年前的工匠们将一件件泥坯放进龙窑之
中，点燃窑火，经过若干白天和黑夜，当
他们打开窑门时，是满目的青瓷。记者
随手捡起一块瓷片，仔细端详，仿佛能听
到窑工们的对话。

慈溪市上林湖文保所管理员童诚
告诉记者，慈溪文物部门在对上林湖窑
区的普查中发现，上林湖两岸群山的褶
皱里，自汉代至宋代曾有120多座古
窑，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露天青瓷博物
馆。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窑址说，那就
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上林湖后司岙
窑址，这个窑址入选了“2016年度全国
考古十大新发现”。而整个上林湖越窑
遗址，两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

“越窑青瓷是中国瓷器的母亲瓷，
在中晚唐时期达到全盛。”厉祖浩告诉

记者，上林湖能成为唐朝、五代、北宋时
期全国的窑业中心，和上林湖独特的自
然条件分不开。烧制瓷器需要三个条
件，缺一不可。一是要有优质的瓷土；
二是要方便取水，且山坡满足建造龙窑
10至20度的坡度；三是要背靠深山，
有足够取用的薪柴。而上林湖恰好具
备了这三个条件。

当然，只有天时地利，还不足以成就
越窑青瓷曾经的辉煌。正是因为一代代
青瓷工匠的创新，才使得越窑青瓷的工
艺技术不断提升，青瓷品质不断提高，越
窑成为中国瓷史上的第一名窑。

或许由于泥土、薪柴的逐渐匮乏，
或许由于工艺技术的衰退，或许由于市
场有了新宠，在宋朝时，曾繁盛一时的
上林湖开始走向没落。随着湖边最后
一座龙窑人去窑空，上林湖两岸开始了
长达800年的沉寂。

近年来，经过多位陶瓷专家反复试
验，上林湖边再次烧出了和一千多年前
一模一样的青瓷。

如今，上林湖越窑青瓷的窑火已再
次熊熊燃起，在湖的不远处，有了好几
个越窑青瓷工作室。

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所在地是
一个独门小院，就在上林湖不远处。小院
里放着一排排泥坯，它们静静等候着经历
窑火的考验，实现“化泥为玉”的嬗变。

小院的女主人谭静告诉记者，16年
前，她的公公、陶艺大师孙迈华从龙泉

举家搬迁来到慈溪。孙迈华几乎走遍
了上林湖的每一个山头，最终找到了合
适的瓷土和釉土，历经多次失败，最终
烧制出了技艺失传的越窑青瓷。如今，
谭静的丈夫孙威继承父业，成为越窑青
瓷的守望者和追梦人。记者采访的时
候，恰逢一窑青瓷刚刚开窑，透过
虚掩的窑门，一抹“千峰翠
色”映入眼帘。

在上林湖畔矢志“复活”青瓷技艺
的，还有一位陶瓷大师施珍，她的工作室
里陈列着数百件越窑青瓷珍品。最让她
自豪的是，她的作品在海外大受欢迎。

2014年9月13日，施珍的越窑青
瓷作品在美国西雅图近郊的柯克兰画
廊开展，当天就吸引了上百名贵宾，

其中包括西雅图常务副市长、柯克兰
市市长、柯克兰艺术管理会主任等。
开展不到10分钟，就有几件展品被人
预订。西雅图常务副市长更是拉着她
的手说，看到如此质地淡雅温和的青
瓷真是太高兴了，原来世界上还有如
此美丽的器皿。

如今，慈溪从事
青瓷生产的企业已经
有好多家，上林湖畔沉
寂800年的青瓷产业开
始跻身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大舞台。

记者 孙美星 杨静雅

走出国门，再度惊艳了世界

熄灭了800年的窑火，如今又被点燃

上林湖两岸，静卧过上百座龙窑

青瓷漂洋过海的故事，起源于中唐时期

越窑青瓷技艺
曾传往海外
全国各地的瓷器
也从宁波走向世界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施珍正在刻坯。 记者 徐能 摄整个上林湖周边有120多个窑址。

现代越窑青瓷作品。

印尼井里汶沉船上打
捞出来的越窑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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