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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言“片”语

这些年，我捡瓷片，挖瓷片，鉴定瓷片，鉴赏瓷器、瓷片，
也得到过一些人的帮助和关怀。借用一个旁人未用过的词语来说，
就是在我捡拾瓷片的过程中“碰”到过的那些与瓷片有关的人和
事。别人讲瓷，那都是整器、大器，是历史、是文化。而我讲瓷器，
只能谈些边边沿沿的小问题、小事情，也可算是和文化沾点儿边
的“瓷”言“片”语吧。

说起捡拾古瓷片的经历，可谓酸甜苦辣，可说的故事实在是
太多了。就拿我在京城发现古瓷片来说吧，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
2001 年春天，我去北京南小街一带的遂安伯胡同（现在的北京地
图上这个名字已经消失了）会朋友。当时，恰逢当地民房拆迁，
扩建马路。朋友的公司门前就是工地开的沟槽、挖的土堆和民工
居住的帐篷。

我在路过一个土坡时，忽然在土里发现了一片残破的碗底，
捡起来擦擦蒙在上面的土灰一看，竟是绘有高官厚禄图案的明代
的青花瓷残片。再低头仔细找找，嚯！原来工地上有大大小小不
少的瓷片呢。刚找了一小会儿，眼看就要拿不了了。当时，有民
工问我：你捡它们干什么啊？记得我没多想，随口回答：“不干
什么，就是喜欢呗！”

现在，我前后捡了差不多十几个年头的瓷片了，从偶尔的捡
拾到专程搜集；从赤日炎炎的三伏天顶着烈日寻找，到寒冬腊月
的三九天踏着积雪挖掘；从东直门堆积的垃圾土山，到潘家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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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片的小摊；从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到山东临清的农家小院⋯⋯
都留下过我找瓷片的身影。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南小街、金宝街、
太平桥、南长街、府右街、新世界、鼓楼大街、天坛大街、前门
大街都先后进行过改扩建工程，这些地方的施工工地我差不多都
去过，有些地方还去了不止一次，也曾发现过一些不错的古瓷片。
由于我外出开会、组稿之余常常留意附近的拆迁扩建施工工地有
没有古瓷片出土，我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了我的这个特殊喜好，
有的同事专门抽出空儿来陪我到工地去捡瓷片。湖南少儿出版社
的一个朋友听到我想去铜官窑而不能成行的事后，专门组织了十
几个人去长沙铜官镇古窑挖瓷片，并特意找人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托中少社的刘道远老师捎给了我⋯⋯

十几年来，我收集到的古瓷片已有十几个纸箱子了，估计已
有万片之多。这时候，倘若有人再问我为什么捡这些古瓷片，我
会这样回答他：

古瓷器承载的是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触摸它就如同触摸
历史，如同与古人对话。但由于朝代更替、历经战火，整器和大
器已经不多见了，加之近年来造假者层出不穷，赝品充斥市场，
也使我们这些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士屡屡遭骗。而古瓷残片恰恰是
造假者尚不屑涉足的领域（可惜近些年已发现造假的瓷片了），
而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了解民俗的捷径。此其一也。

其二，目前我还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对于动辄几十万、上
百万的古瓷整器是不敢问津的。而古瓷片——这个历史留给我们
这些后人的“文明的碎片”，却以对我们而言相对较低、尚能接
受的价格呈现在我的面前，且还可以自己“亲自”动手捡拾，何
乐而不为呢？

其三，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的古瓷片中，都有着大量的精美绘
画图案，这些尚存的图案，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沿革以
及服装、民俗、书法、篆刻、宗教等等，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也是最不被人注意的好处，就是碎瓷片中传递了更多
的品种信息。我多年捡拾瓷片，据粗略的统计，不同的瓷器品种
就有千种以上，就我个人而言，要收藏一千种不同品种的瓷器整
器是很难的，怕大博物馆也不易做到了。即使有可能收尽天下的
瓷器整器，可有些品种已绝，哪里去搜集呢？既然瓷器整器已绝，
就只有靠残碎的瓷片的局部去想象全貌了。这一点却是仅存的传
世整器所无法做到的。

古瓷片，作为“垃圾”深埋地下。这种“垃圾”随着反复
的工程施工，只能越来越少，也必然越来越珍贵，因为它记录了
千百年的历史，珍爱这种“垃圾”，就是珍爱古代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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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秋季，我到北京出差。有一天正好没事，我想何不趁此机会去圆明园转一转呢。那时的圆明园还不像现在管理的那么严，只是一个破旧的园子，几个管

理人员看管着。

我买了张票走了进去，园子里到处透着破败。让人不禁想起了 19 世纪 1860 年的事

来了。

那是咸丰年间，英国政府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后来又组成了英法联军攻

陷了广州，紧接着，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了大沽炮台，逼近天津。当时的清政府

只是知道一味求和退让，使入侵者的胃口越来越大。1860 年 8 月，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余

人再向大沽炮台进攻，攻陷大沽炮台后进占天津，后又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侵入了

北京。咸丰皇帝吓得慌忙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毁了号

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把园中的珍奇宝藏洗劫一空。圆明园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而今

在圆明园废墟中捡到的砖雕

出差。有一天正好没事，我想何不趁此机会去圆明园转一

还不像现在管理的那么严，只是一个破旧的园子，几个管

园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墟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砖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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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下了这所烧毁的残破园子里的大水法——和那些烧不毁的砖头、石头。

我低着头在废砖乱瓦中寻找着，在一处不起眼的杂草丛中，我猛地发现了一块不大

的砖雕，砖雕已看不出原来的面目了，下面有一处被烟火熏烤得发黑。是不是当年火烧

的痕迹啊！我急忙走上前去，捡起了那块儿砖雕。

我把这块儿砖雕捧在手中。那砖雕呈握拳状，上面有一朵小花，旁边一道纹，就像

一个人愤怒地握着拳头向苍天发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把它拿回家来，装修房子时要了一块木板，把砖雕粘到了板上。现在，这块儿“握

拳的圆明园砖雕”挂在我的书房里，时时提醒着我：

“牢记苦难！勿忘国耻！”

明园砖雕”挂在我的书房里，时时提醒着我：

牢记苦难！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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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我还在新华印刷二厂组宣科任宣传干事。那一年，我的父亲整 60 岁，正好我弟弟刚完婚不久，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把准备祝寿礼物的事交给了我。

我当时正在对雕塑感兴趣，就决定老爷子生日那天用胶泥给他刻个老寿星。

刻老寿星需要有个模子，当时，我正处在初学尝试期，“照葫芦画瓢”是“必须”

经历的一个阶段。可是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老寿星的模型。这个时候，北京昌平有

个老寿星的雕塑，正好符合我的心意。我的同事把那个雕塑照了张照片，交给了我。我

把那张照片拿来认真观摩、把玩了一番，照着照片上的样子先刻了个小样，然后再放大

做成大样，认真雕刻了起来。

先刻了光亮的大脑门，再仔细地刻了细微的五官、飘动的胡须，老寿星的左手捧着

个大寿桃，另一只手拄着个龙头拐杖。那挪动的轻盈的步态和宽大的衣袖飞舞，都透着

动而寿   乐则康

9989889 3 年3 年3 年3 年年，我我我我，我我我还在还在还在还在还在还还还 新华新新 印刷刷刷刷二厂二厂二 组宣组宣宣宣宣宣科任科任宣传传宣传干事干事事事。那那那。那那一年年年年一年年，我，我我我我的的的父亲整 6060 岁，岁，

正好正好好正好正好正 我弟我弟我 弟刚弟刚完婚完婚完婚完婚完婚完婚完婚完婚完 不久不久，我，我我我们兄们兄兄兄兄们兄们兄兄们 弟姐弟姐弟姐姐姐姐姐姐姐妹几妹几妹妹妹妹妹妹妹几个就就个就把准把准备祝备祝寿礼礼寿礼礼礼物的物的物的物的的事交事事 给了给了我。我。

我当我当我当我当时正时正时正时正正正在在对对在 雕塑雕塑感兴感兴趣趣，就决就决就决就决就决就决就就决就就决定老定老定老老老老老老老爷子爷子爷子爷子爷子爷子爷子子子生日生日生生 那天那天那 用胶用胶用用用用 泥给泥给泥泥 他刻他他刻他 个老个老寿星寿星寿星寿星星星星。。。

刻老刻老刻老刻刻老刻老寿星星寿星寿星星寿星星需需要需要需需需需 有个有个个模子，当当当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我正我正我正正处在处在在处处 初初学学学尝尝试尝试尝 期，期 “照葫芦葫芦芦画瓢画瓢”是”是是是“必“必“必“必““必“必“必须”须

经历经历历历历历历经 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个阶个阶个阶个阶个阶个阶阶段段。可是可是找遍了了所所有的有的有有有有有有有的有的有 地地方都没没没有老有老有老有老寿星星寿星寿 的模的模的的 型。型型型型。型 这个这这个个时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北，北北京昌京昌京昌平有平有

个老个老寿星寿星寿星寿星寿星寿星的雕的雕塑，塑，正好正好正好符符合符 我的的的心意心意心心心心心心心意心 。我的同事把那个雕塑雕塑塑照了照照照照照了照照了张照张照片，片片，交给交给了我了我。我

把那把那把那把那把那把那把那那那张照张照片拿片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来认来认认认认认来认认真观真观真观真真真真 摩摩摩、把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了一了了了了了了一一一了了了了 番，照着照片片上的上的上上 样子样子先刻先刻先刻刻刻先刻了个了个了个了了个了个个了个个小样小样小样小小样小样小小样小样样，然，然，然，然然，然，然，然后后再后再放大

做成做成做成大样大样大样，认认认真雕真 刻了起来。

先刻先刻刻了光了光了光亮的亮的大脑大 门，再再再仔再仔再仔仔仔再再再再仔细细细细细细地细细细细 刻刻了刻了细细微细微细微细微微的五的五官、官官 飘动飘动飘动飘动飘动动飘动的胡胡的的的的的的 须，须，须 老寿老寿寿星的星星的星的星的星的左手左手捧着

个大个大个大个大大大大个大大大大大寿桃寿桃寿桃寿桃寿桃寿寿桃桃寿寿寿 ，另另另另另，另，另另一只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只一只手拄手拄手手拄手 着个着个个个龙头龙头龙头龙头龙头龙头龙头龙 拐拐拐拐拐杖拐杖拐拐 。那。那那挪挪动挪动挪动挪挪挪动挪 的轻的轻盈的盈的盈 步态步态步步步态步态态和宽和宽和宽和宽和宽和宽宽大的大的衣袖衣袖衣 飞舞飞舞舞，都，都透着透

动动动动动而而寿寿   乐乐乐乐乐则则则则则则康康康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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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寿星的自信和潇洒。

我刻好了老寿星后，兄弟几个纷纷在寿星的背后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在上面刻上

了

                               动而寿  乐则康

几个字，以表示我们对老爷子的祝福。

因为当时还没有烧制陶器的经验，我没有把老寿星拿去烧制，而是让我弟弟涂了一

层透明油漆。

现在看这个泥塑，虽然不尽如人意之处常八九，但老寿星的洒脱自然还是很让我得

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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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1月，我与同事王广春去北京出差，住在地安门附近的河北驻京办事处。因离南长街中南海西华门的改造工地较近，头天晚上曾去那里拾了几片瓷片。

而且从当时情况看，工地的管理比较松懈。怎么讲呢？第一，我在现场逗留了将近两个

小时却始终未遭到盘问；第二，临走时那个工地保安还拿出他捡的瓷片来与我谈价（其

中有一底款为“友昆连碧之珍”的瓷片）。只可惜，东西太少。

6日那天晚饭后，外面大雪纷飞，我与同事坐 5路公交车又来到南长街工地。可今

天晚上，工地上那个缺口已经被封死了，看着满天的雪花，以及工地上那白茫茫的一片，

真是泄气透了。

看了看那被铁丝拧死的工地大门，其中还有一个豁口，我把头伸进去，往里面瞧了瞧。

嗨！一瞧不要紧，发现不远处的工棚窗口处有一个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没准那人是

保安呢！“喂，你能过来开一下门么？”——嗨，还真灵！那人居然走了过来。

一阵“套瓷”之后，我问：“你手头有没有瓷片？”只见他在身上一通乱摸，竟然

掏出一把瓷片来。一看，有一个“益友珍玩”款的碗底，虽然已然有了此类瓷片，但为

了赚他开门，就掏出两块钱给了他，并让他再拿些来。那民工显然被两元钱“感动”了，

把门打开，让我们进来，说是要去给我们拿瓷片，命我们不准走动，并做了让我蹲下来

的手势。——那鬼鬼祟祟的架势，倒真像把我们教成“贼”似的。王同事没听他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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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沟里去了，可那里面全是稀泥浆，眼看他那“片儿懒”又要陷进泥里了（此前就曾把

一双布鞋陷到泥里了），于是赶紧上来。在沟边上，我又发现了一个带螺旋纹的残碗底。

工地上没有了白天那热火朝天的热闹场面，也没看到工人施工。灯光下，只有纷纷

扬扬的大雪，如烟雾般弥漫，看着眼前的景象，等着那个去找瓷片的小保安，真是有点儿冷。

又过了半点钟，还是不见那人拿瓷片来。该不会是被那人骗了吧！

天气很冷，沟里白茫茫的，踩下去又是泥糊糊的啥也寻不见，看来雪后工地也无法

再捡了，算了，回去得了。我们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钻出来，踩着雪和泥往 5路车站走。

过了马路，5路车一时还没来。一回头，忽然看到门那边有个人影晃动——小保安回来了。

我飞快地跑过去，果然见他手里拿着三块儿泥糊糊的瓷片摊给了我。我看了看没有什么

太大的价值，便要给他一块钱，可这次他不干了，执意要我加钱。这时，同事在远处喊我：

“车来了！”我说：“算了，我不要了！”这下他有些毛了：“一块就一块吧。”

甩下一元钱，我赶紧往车站跑。上了车一看，身上、腿上溅得都是泥水，头上的雪

也化成了水，滴滴嗒嗒地流得满脸都是。

王同事抹一把脸上的雪水，笑道：“过些年回忆起来，这雪夜寻瓷片的故事该多有

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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