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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博物馆作为典藏人类文化的殿堂、传播历史与科学的

课堂，在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时代精神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利用博物馆自身优势，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广阔的空间与平

台，河北博物院自 2014 年正式挂牌成立之际，就同步启动了面向公众

的“文博讲坛”。讲坛每周一期，自开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 170 期。

“中国古代名窑名瓷”系列讲座，就是博物院 2016 年下半年推出的古

陶瓷专题讲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造瓷器的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陶瓷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中国古陶瓷的悠久历

史与辉煌成就，博物院广邀国内外著名古陶瓷学者，推出了以“中国古

代名窑名瓷”为题的系列讲座。主讲人来自海内外，都是在古陶瓷研

究领域建树卓著的知名专家。讲座备受关注，迄今已举办“走进千年邢

窑”“汝窑之谜”“钧瓷探秘”等 18 期。学者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

深入浅出地向大家介绍中国古陶瓷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角度

新颖，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其中还包含了很多最新考古发现与科研成

果。精彩的讲座不仅吸引了广大普通听众，也吸引了文博系统的专业人

员，到场听讲的还包括一些业内著名的专家学者，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

此次讲座的学术价值。

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中国古代名窑名瓷”系列讲座的精彩内

容与学术成果，我们将录音、录像以及当时速录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经

过与讲座专家的反复沟通与修正，这些凝聚着专家们心血与智慧的结晶

现在集结成册。希望它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光辉灿烂的古陶瓷

文化，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018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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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沈芯屿，现为杭州市博物馆文博研究员，从事古陶瓷保管与研

究工作 30 余年。出版有《神话·泥范·窑火——陶瓷研究论文集》

专著，发表了《器物与风俗——论元代龙泉窑青瓷造型纹饰与瓷器

的游牧化》《粉黛香盒——女性文物之唐宋瓷粉盒研究》《杭州出

土元青花观音像研究》《魂兮归来 谷物盈仓——论吴晋越窑谷仓的

文化功能及其消失》《馆藏六朝瓷器研究》等多篇论文。

讲座内容：

讲座通过介绍与欣赏杭州市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

宫博物院”以及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馆藏南宋官窑瓷

器精品，从南宋官窑的发现、胎釉、造型、纹饰等诸方面，对南宋

文化背景下的官窑青瓷的艺术品位和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向听众

作深入解读。

沈
芯
屿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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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陶瓷史上，南宋官窑青瓷以青纯典雅的釉装饰和古朴端庄的

礼器造型而名垂千古。南宋官窑青瓷精湛的工艺和高贵的艺术气质，传

承了北宋皇室高雅的艺术鉴赏水平，是两宋官窑瓷器艺术的完美融合。

从北宋汝窑开始，发展到南宋官窑以及龙泉窑的部分产品，其青瓷产品

在釉装饰和造型上的艺术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汝窑为什么会出现

这类产品，很多学者都引述过宋代叶寘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话，“本

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窑

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话说明了汝窑是在民窑的基础上为宫廷烧制

御用瓷器的。对于烧造时间，有学者认为：“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

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 年）的 20

年之间。”[1] 在这里我们发现，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汝窑以烧制青

瓷为主。宋代十国时期的皇帝为什么要求把白瓷改为青瓷，除了“有芒”

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呢？因为改掉“有芒”作为朝廷来说不应该

是一件多大的难事。我们设想，978 年，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弘

俶赴开封“纳土归宋”后，没有再回到临安。从此，越窑青瓷对北宋朝

廷的供奉出现了变化。而宋代王朝在重建礼乐文化的背景下，需要精美

规制、庄重典雅的青瓷。汝窑是否由此开始烧造青瓷，逐步替代原有的

越窑青瓷？宋室南渡之后，北宋汝窑青瓷的烧造工艺，在杭州南宋郊坛

下、老虎洞官窑得到传承。两宋官窑青瓷，使宋代皇室高雅的审美趣味

得到了具体的再现。宋代官窑对于釉色的追求和大量的仿古礼器，是宋

代朝廷和士大夫对中国汉文化的玩味和固守的心理表现。

注 释

[1] 赵文军、赵青云：《北宋汝窑、官窑与南宋官窑》，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南宋官窑文集》第 162

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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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南宋官窑瓷器在釉装饰、礼器造型方面的传

承关系。宋代官窑青瓷器中，大部分礼器造型源自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

器。而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出现，是华夏礼乐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

北宋时期，汝窑因为受到朝廷的关注，在制瓷工艺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一些制作精美的产品展示了其特有的艺术风姿。胎体一般为香灰色或灰

色，炼泥精细，胎釉结合紧密。坯胎的成型规制。釉面均匀光亮，釉色

有天青、粉青、天蓝、月白、卵青、豆青和葱翠青等。釉面开细小鱼鳞

纹片，亦称蟹爪纹或芝麻花。礼器造型主要有三足盘、鼎式炉、簋式炉、

鬲式炉、觚、贯耳瓶、鸭形香熏等。这些礼器和陈设瓷器，在民窑中是

看不见的。这种制瓷工艺和美学风格，在宋室南渡后得到延续，那就是

南宋官窑。

南宋官窑是高宗皇帝南渡以后，专门设立的瓷窑。它的成熟产品在

釉装饰和造型上与北宋汝窑很接近。釉面几乎很少有民间传统的印花、

彩绘、刻花的纹样装饰，青铜器上常见的螭龙纹仅见于少量的素烧器。

它以丰厚纯净的釉面及利用窑内不同的膨胀系数产生的开片的独特艺术

风格展示其风姿，我们称之为釉装饰。这就是郊坛下南宋官窑报告中所

说的：“南宋官窑青瓷主要的釉色，以碎裂纹及造型取胜，器物造型古

朴端庄，釉色滋润似玉……”[1] 考古人员发现，南宋官窑早期的产品并

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釉薄有光泽，胎体比较细，釉面开片纹疏密不一。

釉装饰与礼器造型

注 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文局：《南宋官窑》，第 45 页，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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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晚期开始，它的制瓷技艺真正成熟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就

是：“薄胎厚釉，釉层柔和如玉，开片疏密有致，紫口铁足是南宋后期

官窑青瓷的特点。”[1] 考古发掘报告则更加实证性地阐述了这种薄胎厚

釉的工艺流程，“在严重生烧的薄胎厚釉瓷的断面，釉层明显地显示出

3 层或 4 层的现象。说明厚釉瓷是经过 3 次或 4 次素烧、上釉的复杂工

艺过程，釉层丰厚，滋润如玉……”[2] 在造型上“有一批在宋代一般民

窑中少见的仿古器型，如鼎式、鬲式、樽式、簋式或带乳钉的香炉和熏

炉、觚、琮式瓶及其他形制特殊的瓶、壶类，各式器座等”。[3] 除了少

量的器型变化以外，大部分器型与北宋汝窑的造型很接近，也有一些器

型如琮式瓶等在北宋汝窑中没有发现。

谈南宋官窑，

不能不谈龙泉窑。

早期浙江考古人员

在龙泉窑发现过一

批黑胎青瓷。文献

记载，龙泉处州有

关于哥窑、弟窑之

说。所谓的哥窑青

瓷，与南宋官窑瓷

器颇为相似。在古

文献中尚未发现有

记载关于龙泉窑受

南宋官窑素烧器

注 释

[1] 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第 28 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版。

[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文局：《南宋官窑》，第 66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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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定烧官窑器皿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龙泉窑的性

质与早期汝窑有些相似，这是一座民窑。北宋时期的产品受到越窑、瓯窑、

婺州窑的影响，至南宋中晚期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进入南宋后期，龙

泉窑的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艺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有一部分

器物，从造型、釉装饰和制作工艺与南宋官窑的产品极为接近。从这一

点看，龙泉窑瓷器烧造技术的飞跃性提高，应该与南宋官窑有密切的关

系。尤其是大窑新亭、溪口、瓦窑垟等地的有些黑胎青瓷产品与南宋官

窑青瓷，几乎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朱伯谦先生说：“釉层厚度常常

超过胎壁，通常都上三四道釉。……釉色以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

如翠玉。……薄胎厚釉，紫口铁足，釉层有开片，是黑胎青瓷的特征。”[1]

值得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些黑胎青瓷，并且薄胎厚釉，制作精良。与北京

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官窑青瓷非常相似。是南

宋官窑，还是哥窑，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

先生，于 2011 年主持发掘了小梅、溪口一带的窑址，出土了一批黑胎

青瓷。调查发现，类似的黑胎青瓷窑址在当地达 30 余处。出土器物的

造型有贯耳瓶、竹节瓶、梅瓶、觚、鬲式炉、琮式瓶、鼎式炉、簋式炉、

樽等。从制作工艺、装饰手法和造型来看都与南宋官窑很相似，说明这

类产品与南宋宫廷用瓷有关。近几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南宋临安城

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较多与龙泉窑类似的南宋官窑青瓷器和残片，

这应该是当时龙泉窑瓷器生产承担了宫廷用瓷的一个证明吧。这就是从

汝窑到南宋官窑的釉装饰和礼器造型的传承关系。通过这个传承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朝廷特有的文人审美意境。

注 释

[1] 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第 171 ～ 172 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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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与文化

任何时代的器物，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有关。南宋官窑

青瓷的出现，与北宋时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确立是有密切传承关

系的。宋太祖赵匡胤取得皇位以后，以“杯酒释兵权”的谋略，在制度

上有效地解除了来自内部的威胁。然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策略，首

先就是恢复、重建礼制，恢复和确认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秩序，恢复和

重建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有效性。宋代的青瓷是否就是在这“重建

礼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一个时代的器物

是这个人群的精神与生活的写照。应该说，宋代皇帝的三点文化策略，

对宋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汉文化、艺术以及美学思想的发展和走向

完美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两宋青瓷的窑址中发现了大量的

礼器造型，有人认为这些礼器就是皇室的祭祀用品。[1] 虽然这个说法并

不完全正确，但是，从宫廷传世的官窑青瓷，到遗址出土的宋代青瓷，

在一定的角度，具体印证了这一事实。从五代十国走向宋代，赵匡胤经

历了 20 年的征战。据说，宋朝初期，宋太祖并不认同这些繁缛礼节的

重要。葛兆光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仅

仅靠天子的神武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也不可能仅仅

由武力赋予与维持。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样，制礼作乐，举行国家大典，

仍然是确立合法性的必要程式，于是，从宋太祖开始，北宋的皇帝一直

在通过仪式确立与强化皇权的合法性。”[2] 这里的仪式，就是指皇室中

注 释

[1] 秦大树：《老虎洞官窑性质刍议》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南宋官窑

与哥窑》第 69 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1 月版。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 170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版。



中国古代名窑名瓷（南） 008

沿袭下来的各种礼仪。有仪式，就要有专门的礼器。宋王朝要模仿唐代

的礼仪，就要依据唐代的典章制度来制定礼器。这些青瓷礼器究竟是否

是皇室用来祭祀的专用品，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那就是宋代青瓷的礼器造型基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这类青瓷的产生与发展，与宋代王朝的国家大典仪式，以及所推崇的复

古风尚，是密切关联的。而南宋官窑青瓷，是北宋官窑青瓷文化的延续。

然而，对于色彩和质感的追求，则有着更加久远的文化根源。两宋

官窑青瓷的釉色追求玉的质感，这种审美意境实际上是对玉的崇尚，而

对玉的崇尚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就用玉石

雕刻成各种礼器用于祈神求福或占卜。那时候不同玉的形状和数量的拥

有者，就是不同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长江流域的良渚

文化遗址和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等一些史前遗址中出土的玉器中得到证

实。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玉，一直是珍贵的宝物，佩玉的人就是

君子。《说文》曰：“石之美有玉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石具有

“仁、智、礼、义、信”五德的完美人格意向。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格意向，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宋代，在“复古”风尚的推动

下，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如果说宋代青瓷礼器的造型是宋代皇帝

崇尚复古礼仪的需要，那么，南宋青瓷那纯净典雅，宛如青玉的釉色烧

制成功，就是宋代理学走向成熟的一个侧影。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是

中国儒学向理学发展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在他们的

著作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与玉的精神相当的吻合，即“如冰与水精，非不

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也”。[1] 宋代官窑青瓷的

釉装饰，就是这种尚玉的人文美学精神倡导下的产物。把端庄古朴的造

注 释

[1]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第 29、30页，中华书局，1981 年 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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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而“乐”是“五声

八音总名”。礼，是祭神求福的仪式。既是人类向神祈祷求福，就需要

有献礼，需要专用的器皿，还需要祭祀的音乐，以示神圣、虔诚。远古

青铜礼器就是典型的祭祀用的礼器。但是音乐没有能够像这些器物那样

遗留下来。唯有这些青铜器、瓷器造型的礼器，告诉我们曾经有过的仪

式。中国是一个用“礼”构筑秩序的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与等级的人，

有不同的仪式，使用不同的器皿。所以，南宋官窑瓷器不可能为平民百

姓所用。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传世器皿所保存的地方和南宋官窑、南

宋其他器物出土的遗址都已得以证实。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古

籍上讲‘器’与‘礼’是不能分开的。君主用什么，诸侯用什么，士大

礼乐之韵

型与具有温润含蓄的玉质般的釉色结合在一起出现的这种冰清玉洁、典

雅高贵的文人气质，是宋代文人梦寐以求的美学境界。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然而，玉质的坚贞而温润，它们色泽

空灵幻美的表现。”“不但古之君子比德于玉，中国的瓷器、书法、诗、

七弦琴，都以精光内敛、温润如玉的美为意向。”[1] 玉，饱含了中国礼

乐文化的最高境界。宋代王朝倡导的温润似玉、高贵典雅的宋代官窑青

瓷是中国礼乐文化在瓷器中的定格，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瑰宝。

注 释

[1]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 239、433 页，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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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用什么，平民用什么，不同等级的人有其标志不同地位的式样、尺寸、

色彩、质料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1] 而朱伯谦先生有关南宋官

窑的论述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礼器，是专供皇帝

祭祀或陈设用瓷。”它的产品除皇帝特赐给功臣外，官僚和平民是无权

使用的。[2] 在继郊坛下官窑被发现之后，1996 年 9 月 , 杭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在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峡谷的两侧，发现大量的青瓷片。经勘

察发现了由于长时间的雨水冲刷暴露出的大量的瓷片标本，还发现了匣

钵、窑具等大量的碎窑砖散落四周。冲刷出来的碎片标本与郊坛下官窑

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官窑的瓷器，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以

及南京汪兴祖墓等地的南宋官窑器物特征极为相似。还发现素烧的堆积

层就达 5 米，龙窑有两条堆积层，还有大量的瓷片标本和窑具。因为当

地人称这个地方为老虎洞，该窑也因此得名“老虎洞南宋官窑”。

1998 年 5 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对“老虎洞官

窑”开始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1999 年至 2001 年，考古所对窑址进

行第二次发掘。主要成果就是一座龙窑、两座小型素烧窑。素烧窑炉为

圆窑。并清理出不同时代的作坊 10 座及澄泥池和大量非常精致的窑具，

还有四个瓷片堆积坑。堆积坑中大量的器形显示，有的是残次品，有的

为人工有意砸碎。古文献记载的平民不得使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由此，我们有依据说，南宋官窑、龙泉窑部分类官窑青瓷与北宋

汝窑，在审美意义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器形与色彩的出现，其历

史文化的渊源更加久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新的

发现。色泽和礼器造型是宋王朝追求礼制、确立社会秩序的所谓礼乐文

化的产物。而在制作上追求精益求精，对造型、纹饰与釉面要求非常苛刻。

注 释

[1]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 433 页，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2] 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第 28 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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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窑鬲式炉

台湾学者蔡和壁先生在她的《宋官窑特展》一书中引述了这样一

段古文献：“在文献如《礼记 · 典礼下》中便有‘天子之六工，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陶工曰

土工。”[1] 宋官窑青瓷，应该就是天子之六工中土工的杰作，是

代表中国礼乐文化的典范和标志。我们再来结合典型器物的描述：

鬲式炉，仿周朝青铜器鼎造型。宽折沿、尖唇、矮直颈、扁腹、

袋型裆、实足根，三足外侧有扉棱，向腹部延伸。腹部与袋型裆

的弧线和尖唇，宽折沿及扉棱挺拔的直线，既浑厚又不失纤巧。

簋式炉，仿商周青铜礼器簋造型。其宽度大于高度，撇口、束颈、

鼓腹、圈足外撇。颈部饰对称龙首双耳。造型浑朴、端庄。然而，

口沿及圈足的精心修刮所出现的微妙变化，自上而下的规整线条，

使本该肥硕的器形透出了精巧凝重的美。觚，仿商周青铜觚造型。

但是南宋官窑的觚造型是修长的，喇叭口，直把，下部外撇，圈足。

把侧有四条等距离扉棱，给人以修长挺拔、古朴隽永之美。竹节瓶，

南宋官窑簋式炉

南宋官窑觚

注 释

[1] 蔡和壁：《宋官窑特展》，第 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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