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日前，“紫玉瓯心——中国建窑建盏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建

窑是宋代著名瓷窑，其遗址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历史上以烧造黑釉瓷

而著称。创烧于晚唐五代，兴盛于两宋。产品以碗类居多，文献称之为“瓯”

或“盏”，今天统称“建盏”。虽然建盏的造型和釉色较为单一，但其氧化铁所

形成的结晶却变化万千，给人带来非同一般的审美享受，并使建盏被赋予深厚

的文化内涵。本期讲坛邀请吕成龙委员结合自己 40 年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心

得，讲述建窑瓷器的魅力。

建窑是我国宋代著名的黑釉瓷

窑，其遗址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

阳区水吉镇，废品堆积散布于池中

村、后井村周围的芦花坪、大路后

门、源头坑、牛皮仑、营长墘（又名社

长埂）、庵尾山（又名庙尾山）等处山

坡上，范围达 10 余万平方米。20 世

纪 50 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

建窑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发掘，

清理了十几座龙窑遗址，出土大量

瓷器标本及窑具、工具标本，为研究

建窑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

资料。

古文献中建窑的命名

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之“建”

字多被理解成福建的“建”。故“建

窑”有两处所指，一为今福建省的德

化窑；一为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水吉镇窑。然而，两窑产品常被张

冠李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的陶瓷

考古，纯属于“书斋考古”，古陶瓷研

究者常常是人云亦云，著述立说也

是 辗 转 传 抄 。 20 年 代 以 后 ，叶 麟

趾、陈万里先生开创了一条研究中

国古陶瓷的新路，即调查窑址与文

献记载相结合，遂澄清了以往许多

错误结论。

实际上，建窑应专指今福建南

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窑，但建窑之得

名却与建阳无关。这是因为我国

唐、宋时代瓷窑常以所在的州、县命

名。水吉镇位于今南平市建阳区东

北境与建瓯市的北部，在古代政区

沿革中，水吉镇属于建瓯而不属于

建阳。宋代以前，建瓯称“建安郡”

和“建州”（唐武德五年改建安郡为

建州）。宋代，水吉镇归建宁府瓯宁

县管辖（瓯宁县本为建安县地，北宋

英宗治平三年置）。所以“建窑”应

得名于“建安”“建州”或“建宁”，而

与“建阳”无涉（林忠干、谢道华、张

文崟《建窑系黑釉碗类考》，《福建文

博》1996 年第 2 期）。宋代文献记载

亦可证明，例如北宋蔡襄《茶录》曰：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

黑，纹如兔毫。”南宋祝穆《方舆胜

览》亦曰：“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

……黄鲁直诗曰：‘建安瓷碗鹧鸪

斑。’”这些记载均准确无误。

宋代的点茶、斗茶

对 窑 址 进 行 考 古 发 掘 所 获 得

的资料证明，建窑创烧于晚唐、五

代时期，当时以烧造青釉瓷为主，

兼烧少量黑釉瓷。宋代是建窑的

兴盛时期，大量烧造黑釉茶盏，兼

烧 部 分 青 釉 、青 白 釉 瓷 。 元 代 以

后，建窑渐趋衰落，至清代，曾一度

烧造青花瓷。

在宋代文献里，建窑黑釉茶碗

多被称为“盏”，也有称“碗”和“瓯”

者。今天统称“建盏”。建盏造型的

特 点 是 口 大 ，腹 深 ，足 小 ，形 如 漏

斗。盏壁斜下，微微有些弧度。底

下多承以旋削矮浅的圈足，也有少

数 为 平 底 略 内 凹 。 一 般 高 4-7 厘

米 、口 径 9- 12 厘 米 、足 径 3- 4 厘

米。亦有超出这个尺寸范围者。

总体说来，建盏的胎体较厚重，

但各部位厚度不等。口部最薄，从

口往下逐渐变厚，最厚处在底部，约

1 厘米。建盏的胎体比较粗糙，含

有大量的石英砂粒和气孔，系使用

氧化铁含量较高的黏土制成。由于

胎中氧化铁含量高达约 7%-10%，

故烧成后胎色多呈紫黑或灰黑色，

少数呈深褐色。

建盏最美妙之处在于变幻莫测

的釉色。绀黑如漆的釉挂得很厚，

外壁施釉不到底，致使底部露胎。

高温熔融状态下釉层垂流，自上而

下逐渐变厚，口部内外釉层最薄，呈

深褐色或赭黄色，盏壁下部及内底

釉层最厚。外壁垂釉常聚集成泪滴

状。建盏除纯黑釉盏以外，最为人

称 道 的 是 兔 毫 斑 盏 、鹧 鸪 斑 盏 和 曜

变盏。

兔毫斑釉是建盏最为流行的釉，

在黑色釉面上呈现竖向丝缕状的自然

纹理，细密如兔毛，因而被称为“兔毛

斑”或“兔毫斑”。斑纹的颜色主要有

两种，一种呈银灰色，被称为“银兔毛”

或“银兔毫”；另一种呈金黄色，被称为

“金兔毛”或“金兔毫”。也有将“兔毫”

称为“玉毫”者。关于建窑兔毫盏，宋

代文献多有记载，今人亦无争议，在此

不必赘述。

曜变釉盏极为罕见。“曜变”是指

光照之下而呈现的异彩。曜变盏内外

黑色釉面上呈现大小不一的圆形或近

似圆形的斑点，斑点的分布并不均匀，

几个或几十个聚在一起，经光线照耀，

斑点的周围有炫目的晕彩变幻，呈现

蓝、紫红、金黄等色，璀璨相映，珠光闪

烁，确属绝品。有研究者认为，曜变是

鹧鸪斑釉中的特殊品种。

鹧 鸪 斑 釉 盏 的 数 量 稍 多 于 曜 变

盏。目前已知最早记载建窑鹧鸪斑釉

盏的文献，是五代末至北宋初人陶谷

《清异录》。该书“禽名门三十二事”之

“锦地鸥”条曰：“闽中造盏，花纹鹧鸪

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于书馆，

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

地鸥也。”此后，宋代的文人亦留下有

关建窑鹧鸪斑盏的诗句。如黄庭坚的

“建安瓷碗鹧鸪斑”“金缕鹧鸪斑”，诗

僧惠洪的“鹧鸪斑中吸春露”“玉瓯绞

刷鹧鸪斑”，杨万里的“鹧斑碗面云萦

字”等，这充分说明建窑鹧鸪斑盏的存

在。明清时期的谈瓷之书仍有建窑鹧

鸪斑盏的记述，然而由于著书之人的

局限性，致使多凭空想象。有人认为

鹧鸪斑即兔毫盏，如清代朱琰《陶说》

“鹧鸪斑”条引《清异录》曰：“闽中造茶

盏，花纹鹏鸪斑，点试茶家珍之。”所加

按语曰：“《方舆胜览》云：‘兔毫盏，出

瓯宁。’下注云：‘黄鲁直诗建安瓷碗鹧

鸪斑，是鹧鸪斑即兔毫盏。’”有人认为

兔毫盏即鹧鸪斑，但二者略有不同，如

清末寂园叟《陶雅》卷下三十二曰：“兔

毫盏即鹧鸪斑，第鹧鸪斑痕宽，兔毫针

瘦，亦微有不同。”

在建窑遗址的废品堆积层里，兔

毫盏标本俯拾皆是，说明兔毫盏是建

窑的大宗产品，1989 年 5 月至 1990 年

5 月 建 窑 遗 址 发 掘 出 土 黑 釉 盏 标 本

中，兔毫盏占 60%，亦可证明。在建窑

遗址里，鹧鸪斑盏标本却久觅难寻，曜

变盏标本更是如同大海里捞针。这就

说明，宋代建窑工匠配制的黑釉，比较

适合兔毫斑的形成，也说明兔毫斑的

生成对配方、窑内气氛和温度的要求

并不十分严格。鹧鸪斑釉和曜变釉则

不然。

宋代建窑几乎只烧造一个品种的

瓷器，即黑釉茶盏，且产量很大，这在

中国古代瓷窑中可算作是孤例了。究

其原因，与宋代的点茶、斗茶习俗有直

接关系。宋代的点茶源于建盏的产地

建安民间，经文人士大夫甚至皇帝的

倡导，逐渐流传开来，后来将点茶发展

成为一种竞技游戏，称为“斗茶”或“茗

战”。建盏的胎体沉厚，且越往下越厚

重，重心低，放置稳当，便于点茶时击

拂。胎体厚且内含气泡多，预热后不

易冷却，利于点茶，点茶后还可保持茶

汤的温度，延缓水痕的出现。另外建

盏的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

色、验水痕。正如蔡襄《茶录》所曰：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

如兔毫。其坯微厚，熁（xié）之，久热

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

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

用。”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亦曰：“盏

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另外，建

盏中大宗质量上乘的束口盏，在盏壁

距口沿约 6 毫米至 7 毫米处，向内做成

一周圆滑的凸圈，此凸圈是注水量的

标准，起标尺的作用。因为点注时，乳

雾汹涌，溢盏而起，所以要求茶汤适

中，否则“茶少汤多则云脚散，茶多汤

少则粥而聚”。

另一方面，由于建盏的结晶斑非

人工描绘所为，纯属窑内变化所得，自

然天成，故对于崇尚质朴无华、平淡自

然之情趣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来说，建

盏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令把玩者诗

兴大发。如蔡襄《试茶》曰：“兔毫紫瓯

新，蟹眼清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闲未

垂缕。”苏东坡《送南屏谦师》曰：“道人

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

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惠洪

《无学点茶乞诗》曰：“点茶三昧须饶

汝，鹧鸪斑中吸春露。”又诗《与客啜茶

戏成》曰：“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

鹧鸪斑。”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

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曰：

“鹧斑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

又诗《以六一泉煮双井茶》曰：“鹰爪新

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黄庭坚

《信中远来相访且致今岁新茗又枉任

道寄佳篇复次韵呈信中兼简任道》曰：

“松风转蟹眼，乳花明兔毛。”在文人士

大夫的倡导下，建茶、建盏相得益彰，

风靡一时。

建盏上的铭文

北宋政和二年（1112 年），宋徽宗

为其宠臣蔡京举行过一次宫廷特宴，

蔡京曾为此宴作《太清楼特燕记》。据

蔡京所记，他自杭州奉御札手诏抵达

开封时，徽宗先赐其“饮至于郊，曲燕

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后在太清池

为其举行特宴。宴会上“又以惠山泉，

建 溪 毫 盏 ，烹 新 贡 太 平 嘉 瑞 斗 茶 饮

之”。这里的“建溪毫盏”即指建窑烧

造的兔毫盏。“斗茶”是指一种至嫩纤

细的茶芽，也叫“小芽”，极为珍贵难

得。北宋黄儒《品茶要录》曰：“茶之精

绝者，曰斗，曰亚斗。其次拣芽。茶

芽，斗品虽最上，园户或止一株，盖天

材间有特异，非能皆然也。”据此可知，

北宋政和二年前后，宫廷里曾使用建

窑烧造的兔毫盏饮茶。

建 窑 遗 址 出 土 不 少 外 底 署 “ 供

御”“进盏”铭文的茶盏标本和印有

这两种铭文阳文反体字的垫饼，说明

宋代建窑确为宫廷烧过贡瓷。但晚清

以前的谈瓷之书都没记载建窑烧造署

“供御”“进盏”铭文茶盏这一事实。

晚清以来，因建窑遗址不断有署

这两种铭文的茶盏和印有这两种铭文

阳文反体字的垫饼出土，学界才开始

关注这一现象。清末寂园叟《陶雅》最

早记载当时福建出土建盏外底刻有

“供御”二字，但没提及有署“进盏”二

字者。书中曰：“或称近有闽人掘地所

得古盏颇多，质厚色紫黑。茶碗较大，

山谷诗以斗茶者也；酒杯较小，东坡诗

以之盛酒也。证以蔡襄《茶录》，其为

宋器无疑。曰瓯宁产，曰建安所造，皆

闽窑也。底上偶刻有阴文‘供御’楷书

二字。《格古要论》谓盏多撇口，则不折

腰之压手杯也。”

后来，民国时期《建瓯县志》（1929

年刊行）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曰：

“兔毫盏，出禾义里……由山内挖出，

形式不一。唯池墩村水尾岚堆积该碗

打破之底，时见‘进盏’二字，是阴字模

印，楷字苏体。亦偶有‘供御’二字者，

似刀划的，字迹恶劣。附近村民往挖

者，或一日得数块，或数日得一块，每

块售数十文钱，或数十洋元不等，时有

人收运上海或日本。其盏内之花纹似

兔毫，故名。”这段记载进一步说明窑

址出土的建盏标本中，除刻“供御”铭

文者以外，还有模印“进盏”铭文者，且

在数量上，署“进盏”铭文者多于署“供

御”铭文者。

1935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海关任

职的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卢默教

授曾赴建窑遗址进行考察，采集大量

建盏和窑具标本，其中有外底刻“供

御”二字者，但他没采集到带“进盏”二

字的建盏标本。

1954 年 5 月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

组调查建窑遗址时，在池墩村西头的

水尾岚堆积区采集到外底刻“供御”二

字和外底印“进盏”二字的建盏标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物考古

工作者首次调查建窑遗址，并从中发

现署“供御”“进盏”字样的标本。

1960 年 10 月，厦门大学人类学博

物馆发掘芦花坪窑址时，发现署“供

御”“进盏”阳文反体字样的垫饼。

1977 年夏，考古工作者发掘芦花

坪窑址时，除发现建盏标本上有“供

御”“进盏”字样外，还发现一些垫饼上

印有这两种铭文的反体字。

需要强调的是，以往谈建窑的书

或文章对建窑遗址出土的一部分垫饼

为什么会印有“供御”“进盏”铭文的反

体字多交代不清。实际上，只要弄清

建窑的装烧工艺，这个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考古发掘证明，建盏是一匣一

盏装烧，且每件茶盏的外底与漏状匣

钵内底之间都要垫一个比茶盏圈足略

大的泥饼，由于装匣时泥饼湿而柔软，

所以茶盏外底的铭文及圈足的轮廓即

印在垫饼上，垫饼上的铭文亦即成为

阳文反体。

窑址考古发掘证明，署“供御”“进

盏”铭文的建盏是放在龙窑中最好位

置——窑室中段烧成的，故成品率较

高。“供御”“进盏”的字体并不规整划

一，有的工整，有的草率。茶盏外底的

“ 供 御 ”二 字 全 为 刀 具 刻 划 而 成 ，且

“御”字的特征是右边的“卩”位置较

低。“进盏”二字，多数为模印，少数为

刀刻，且“进”作“進”，“盏”作“琖”。

一盏一世界。每一件建窑瓷器，

都承载着匠人的智慧和汗水，它们不

仅是饮茶品茗的实用器具，而且更是

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品。欣赏建

窑瓷器，既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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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举办了第四期“文史讲堂”专题讲

座，邀请吕成龙委员讲述如何欣赏中国

古陶瓷。吕成龙是中国古陶瓷文化的研

究者、传播者，他用专业的知识和深厚的

情怀，为大家揭开古陶瓷的神秘面纱。

今年是吕成龙研究古陶瓷的第 40

年。1984 年大学一毕业，他便被分配到

故宫博物院工作，因为学的是陶瓷，所以

就被分到了陈列部陶瓷组。自此，便开

始了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古陶瓷

研究。

“古陶瓷学习，没有十年八年的苦

功，根本入不了门。”吕成龙说。要从最

基础的知识开始学，逐渐积累，勤于实

践，没有捷径可走。1996 年，他到福建

建窑遗址调查后，撰写了学术论文《试论

建窑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南宋建窑鹧鸪

斑茶盏的存在，并从此找到了自己研究

的切入点，即研究古陶瓷离不开窑址调

查。他一头扎进古陶瓷的学习研究中，

一 干 就 是 40 年 。 直 到 今 天 ，说 起 古 陶

瓷，他依然难掩兴奋，充满自信。

如今，吕成龙依然奋斗在古陶瓷研

究的第一线，但更多是在做一名古陶瓷

文化的传播者。他说，中国陶瓷艺术源

远流长，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其在造

型、釉色、纹饰等方面凝聚了不同历史时

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审美意

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

需求的不断提高，中国陶瓷必将受到愈

来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作为研究者，

有责任和义务把古陶瓷所承载的深厚历

史文化传播给大众，让更多人领略中国

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感受其所蕴含的历

史温度和文化底蕴，从而激发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增强文化自信。

做古陶瓷艺术的传播者
本报记者 郭海瑾

为赓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10 月 15 日上午，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受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从敦煌到故

宫：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专题讲座。

王旭东讲到，敦煌与故宫作为文化

遗产，打通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化

的传承与记忆，都是中华文化包容互鉴

的例证。莫高窟保留了由汉代至元代上

千年的文化遗存，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不断发展与鲜明特色。而故宫作为明

清皇家宫殿，它的营建则是国家和帝王

意志的体现。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文

化的集大成者，其规划布局承载了中国

所在地区万年以来延绵不绝的农业文化

与文明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集

中体现了人文秩序遵从自然秩序的礼制

思想，以及天人合一、顺时施政、持续发

展的思想观念。同时，故宫 186 万多件

藏品，汇集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

讲座中，王旭东系统梳理了百年来

莫高窟与故宫的保护历程，尤其是新中

国成立以后的保护史，强调二者的保护

必须在国家的主导下，充分借助科技的

支撑和法律法规基础上的有效管理，才

能完整保护好这两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

化遗产。他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介

绍了全程见证参与的敦煌保护项目，以

及故宫博物院正在实施的“平安故宫、学

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等。

王旭东表示，敦煌与故宫向我们展

示了文明之延续、文化之厚重、历史之镜

鉴，启示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

久弥新，我们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加

宽阔的胸怀，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

果，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不断地丰富中华民族优

秀文明。 （郭海瑾）

“从敦煌到故宫：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讲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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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吕成龙，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

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器物部

首席专家，并任故宫研究院陶瓷研究所

所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中国国

家博物馆研究院外聘专家等。曾获“文

化部优秀专家”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长期从事古陶瓷鉴定、展览、保管等研究工

作，注重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纹饰、胎釉彩、

烧造工艺和款式特征等研究。出版过专著 3 部，主编过 20 多部专业图

书，发表过逾百篇学术论文和文章，实地调查过数十个古陶瓷窑址。

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法国、土耳其、韩国等国家及我国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作学术交流和演讲。

▲ 南宋刘松年 《撵茶图》

▲ 吕成龙 2007 年考察龙泉窑大窑遗址金村片区

▲ 建窑黑釉兔毫盏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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