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花瓷，清新素雅、含蓄沉稳，有一种恬淡
飘逸的东方美，是中国瓷器杰出的代表。

瓷器是中国古人重要的发明，而白地
青花瓷发起于唐朝，昌盛于明朝，其优美精
致的造型和纹饰是中国瓷器艺术成熟的标
志，也是中国悠久文化的再现。青花瓷上
描画了大量的动物植物、历史故事、人物形
象和吉祥图案，在构图用笔上融合了很多
传统装饰纹样和绘画技法，让青花瓷超越
了瓷器本身，承载了那个年代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

比如青花瓷上的高士图。元代高士图主
题多是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竹、林和靖爱
梅、王羲之爱兰等，格调颇为高雅；到了明清
时期，尤其是清代，就逐渐演变为生活气息浓
郁的苏东坡爱面、郑板桥爱酒等，后来又出现
麒麟送子、蝙蝠寿桃等常见吉祥图案。

除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青花瓷兼具
实用耐久、经济美观的优点，因此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这一中国特产令世界各国求之
若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大宗商
品，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陶瓷之路”源
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从王公贵族的装
饰品到平民百姓的日用品，非洲、欧洲、拉丁
美洲上层社会争相抢购，并被当作财富与高
雅的标志。

在 17、18 世纪，欧洲皇室、贵族收集中
国瓷器的热情达到顶峰，各国王室纷纷建
立瓷器陈列室，《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
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
流的住宅。”法国作家雨果是中国青花瓷
的痴迷者，他为女友打造的中国诗屋，包
括中式家具、中式宫灯、中式床具，还有陈
列一面墙的青花瓷器。

青花瓷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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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2 月，丹东东港市孤山镇大鹿
岛村渔民在附近海域打鱼时，意外发现明
代沉船，打捞出大量青花瓷器。如今，这
些文物保存在东港市博物馆和辽宁省博
物馆。

东港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张鑫告诉记
者，这些青花瓷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碗底
落款“大明成化年制”的青花山水人物碗
和落款“永乐年制”的青花赤壁赋碗，以及
青花寿字碟、青花花鸟纹小碗等，做工精
细、纹饰生动。通过胎质、釉料等推断，这
批青花瓷器是不同窑场生产的民窑瓷。

参与调查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水下考古部副主任冯雷告诉记者，2012
年和 2021 年夏天，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与省考古部门先后两次对大鹿岛
海域古沉船进行联合考古调查，遗憾的

是，因为海况复杂，两次水下调查都没有
结果。

研究人员再次将目光锁定这批瓷器。
其中一件赤壁赋瓷碗，胎质精细，典雅艳
丽，图案中表现的是苏轼和朋友月夜乘舟
游赤壁的场景。瓷碗外壁节录苏轼《赤壁
赋》，字体是行草书，简化程度较大，有的字
写法不规范，属民间书风。

张鑫认为，像赤壁赋瓷碗这类书法与
绘画相结合的形式，是明末“文字瓷”的新
动向。大多数已知的赤壁赋瓷碗产于江西
景德镇，少量可能产自安徽、江西、浙江等
地的民窑。由此推断，这件赤壁赋瓷碗最
早出现的时间不早于明万历（1573 年-
1620 年）年间，从这些打捞上来的瓷器全
部是生活用品来推断，明代沉船应该是一
艘贸易商船。

“青花赤壁赋碗”锁定沉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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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明代商船从哪儿来，又要到哪里
去呢？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辽宁省博物馆
学会原理事长王绵厚告诉记者，这艘商船
应是从江苏、山东一带沿海港口出发，沿东
海、黄海东北向航行，从山东半岛的登州

（今蓬莱），经辽东半岛的旅顺、青泥洼（今
大连）、庄河、长山岛、石城岛等地到达今
丹东的大鹿岛。大鹿岛毗邻黄海，因此是
来往船只重要的停泊休息、补充给养之
地。从大鹿岛明代沉船的位置来看，它进
行贸易的大致方向应该是朝鲜半岛和日本
列岛。

“这条航线至少从汉代就开始通行
了。”王绵厚解释说，考古文物证明，渤海国
给唐朝朝贡走的就是这条海路。另外，在
绥中三道岗曾发现过元代满载瓷器的沉
船，它和大鹿岛发现的明代沉船性质差不
多，证明这条海路在元代时已经很繁忙。

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及航海贸易主要
有两条路线，一是南海航线，由今广西、广

东、福建及浙江一带的港口出发，面向东南
亚、南亚及西亚；其二是东海航线，由渤海
湾及东部沿海港口出发，驶向朝鲜半岛、日
本列岛。鸭绿江口海域是我国古代海上陶
瓷之路中的重要节点，东海航线促进了中
国沿海港口城市如旅顺、大连、庄河以及大
鹿岛等地的崛起与繁荣。

王绵厚介绍，明朝建立大一统政权后，
与朝鲜半岛的贸易量增大，而且长期没有
间断，占据对外贸易第一位。除海路外，还
有一条陆路贸易路线，主要从朝鲜义州渡
江到镇江城（今丹东市九连城），经过定辽
右卫所（今丹东凤凰城）到达辽东都司所在
地辽阳，再经山海关抵达中原。而两国的
民间贸易也非常繁忙，辽东商人和朝鲜商
人大量涌入鸭绿江沿岸，交易的品种有马
匹、耕牛、缎布、瓷器、药材、人参、貂皮等土
特产。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很多是间接
通过朝鲜进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清代
和近代。

明朝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东亚

考古发现显示，青花瓷工艺在唐代已
经出现，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明
代达到昌盛期。青花瓷器，曾被称为中
国的“国瓷”，是古代工匠用青料在白瓷
胎上直接描绘后，罩透明釉烧成，属于釉
下彩瓷。其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
水墨画的效果，所以一经出现，便深受人
们喜爱。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琼璟介绍说，
明代青花瓷分为官窑和民窑两条线发展，
官窑瓷器精美细腻，民窑瓷器洒脱粗犷。
明代官窑的青花瓷是官方命瓷绘高手按其
设计精心而作，用高档青料在胎质较好的
白瓷上进行描绘，工艺上极其精致，尤其是
明代永乐、宣德和成化这三个时期的官窑
青花瓷，一直被视为珍宝级别，后被清朝御
窑厂和民窑仿烧，直到 20 世纪初，世界范
围内仿烧明青花的热度仍然不减。

而明代民窑青花瓷由民间艺人出品，
品质自然不及官窑，但在创作题材和风格
上，可以自由表现百姓喜闻乐见的人物、动
物、自然景物等，具有简朴豪放、粗犷活泼
的特点。因此明代官窑青花和民窑青花各
具特色，分别达到中国古代青花瓷艺术的
最高境界。

因瓷器沉重易碎，适宜船运。大约从
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就通过航运远销海
外。宋、元、明时期，随着瓷器生产和贸易
的不断扩展，中国瓷器已经逐渐超过丝绸，
成为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因此海上丝绸

之路逐渐转变为海上陶瓷之路。近些年
在非洲、南亚等地的沉船出土文物也清
晰地勾勒出中国陶瓷外销的路线，证实
了海上陶瓷之路曾经的繁荣，这条坚强
的陶瓷纽带，已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桥梁。

“中国陶瓷特别是明代青花瓷器，对世
界产生了影响。”李琼璟说，因为明代以景
德镇为中心烧制的青花瓷是当时瓷器生产
的主流，所以明代的外销瓷器也以青花瓷
为主。明代青花瓷器对外输出大致经历两
个高峰期：一是明初郑和下西洋，名为赏赉
实为贸易，将青花瓷器留在了所出使之
国。二为明朝嘉靖年间以后，明海禁政策
解除，荷兰人船载大量中国瓷器到西方贩
卖，输出地区包括整个亚洲、非洲东部沿海
和欧洲。

随着海禁的解除，民窑瓷器更是中国
对外贸易的活跃品种，有些瓷器甚至是专
门为外销定制，因为高度的艺术性和实用
性，青花瓷成为世界各国男女老少都喜欢
使用的日用器皿和陈设摆件。

陶瓷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

青花赤壁赋碗
图案是苏轼和友人

夜游赤壁场景，节录《赤
壁赋》，为明永乐年间民
窑烧制。丹东大鹿岛明
代沉船出水青花瓷器，
进一步证明鸭绿江口
海域曾是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

元代青花龙纹高足碗
（辽宁省博物馆藏）

青花蔬果纹执壶（明宣德年间）
（辽宁省博物馆藏）

沉船出水的明青花人物纹碗

青花缠枝莲赏瓶（清光绪）
（辽阳博物馆藏）

沉船出水的明永乐青花赤壁赋碗

沉船出水的青花寿字纹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