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边：绘几何花纹带

高
39.7厘米

口径
15.3厘米

颈肩部：由莲、牡丹、秋菊等折枝花
卉组成上下两层花纹带

腹部：绘松、竹、梅、荷塘、鸳鸯图案，
衬以卷草纹。纹饰相同者两两相对胫部：变体莲瓣一周

肩部：装饰兽头耳，施铁彩
斑，形象生动

业内人士把青花瓷比作舞台上的“青
衣”——素雅高洁、蓝色纯净。它的珍贵不
仅在于它代表了中国瓷器的高峰，更在于
它印证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包容并蓄的
历史。

李慧净说：“从深层意义上说，元青花
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是蒙古族文化、
汉族文化和中亚、西亚文化的融合产物。”
青花瓷虽然在唐代开始创烧，但它真正走
向成熟，成为“国瓷”，并被世界人民喜爱却
是在元代。

为何青花瓷会在元代大放异彩？李慧
净认为，这其中有3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政治原因。蒙古族统治下的元
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疆域最广阔的一个
时期，也被认为是一个开明包容的时代。
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元青花，显然也与当朝
统治者的热爱和推崇密不可分。李慧净
说，北方游牧民族对蓝天白云有着特殊的
感情，对蓝白二色也尤其喜爱，青花恰恰符
合这一审美标准，因此蓝白色构成了青花
瓷的基本元素。同时，元朝统治者重视手
工制造业，颁布从业人员保护政策，从客观
上促进了陶瓷工业的发展，大批工匠包括
西亚工匠进入景德镇，为青花瓷生产提供
了基础。

其次，对外贸易的繁荣。宋代时，海上
丝绸之路进入全盛时期，瓷器和茶叶逐渐
取代丝绸等货物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
商品。元朝秉承了宋朝开放的国策，非常
重视海外贸易，青花瓷贸易成为元朝政府
的主要财政来源。在此期间，江西生产的

青花瓷大量销往中亚地区。当时，朝廷还
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陶瓷管理机
构——浮梁瓷局，管理内外陶瓷贸易。

同时，中亚、西亚的音乐、绘画、习俗、
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多个民族文化融
合影响到更广大的区域，使青花瓷的市场
更加广泛。

其三是材料上的融合。元青花瓷器所
用进口钴料被称为“苏麻离青”“苏泥勃青”
等，这些音译名称的来源与钴料产地息息
相关。根据考证，元、明时期我国进口钴料
产地主要是伊朗，进口钴料的名称由伊朗
地名“苏莱曼”或“萨马拉”音译而来。行走
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将产自西亚的钴料、器
形及纹饰带到我国，与景德镇的高岭土结
合，烧制成具有多重文化特色的青花瓷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
附近发现一艘唐代沉船，考古人员将该船
命名为“黑石号”。沉船上有6万多件唐代
瓷器，其中就有青花瓷。“黑石号”沉船出水
的青花瓷器，以及在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
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各时期的青花瓷器，足
以证明青花瓷当时是世界贸易交流的重要
商品，其艺术水平得到世界的认可，更为世
人所深爱。

李慧净因此指出，元青花瓷器上承唐
宋，下启明清，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
新时代。层次繁多的绘画风格尽管与前人
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但这充分说明了中
华文化是在与多个民族文化不断交融中发
展壮大的。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元青花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

元青花八棱罐：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绝世珍品

元代青花瓷俗称“元青花”，因其创烧
于唐代，盛行于元代，且绘画所用钴料烧制
后呈现青蓝色而得名。

元青花是用天然的钴料在素胎上面用
毛笔绘出花纹，再施釉，经过 1300℃高温
烧造而成。元青花重要的艺术价值一方面
是它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陶瓷装饰技艺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元青花的
彩绘是釉下彩，灿烂的釉彩表面附有清亮
的透明釉，掩映且保护着它的釉彩，一经烧
造，永久保存。

在辽博“和合中国”文物特展上，记者
有幸见到这件青花八棱罐。记者发现，青
花八棱罐的底部没有款识。那么，专家是
怎么断定它是元代的青花瓷呢？

李慧净解释，关于元青花的断代问题曾
经在国内存在长时间的争论。一方面是由于
元青花瓷器的文字记载非常有限。人们普遍

认为青花瓷是明朝才创烧的。另一方面，由
于中国的瓷器是从明代永乐年间才开始写底
款的，元代的大多数瓷器上没有款识、文字，
这给青花瓷的断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952年，美国一位古陶瓷研究者在英
国发现一对青花龙纹大瓶，上面有“至正十
一年”字样的铭文。“至正”是元惠宗年号，

“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这说明至少在元
至正十一年中国就已经制造了这种造型的
青花瓷器。由于有准确的铭文纪年，他将
这对青花瓶作为元青花瓷的断代标准件，
同世界各地的青花瓷器进行比较。这一标
准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公认，学术界将这
种类型的青花瓷定名为“至正型”元青花。

辽博珍藏的青花八棱罐无论从造型和
装饰风格，还是从绘画技法来看，都具有鲜
明的“至正型”元青花的特征，是元代青花
瓷中的佼佼者，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青花八棱罐烧造于元代至正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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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瓷器的原产地在江西景德镇，
元青花八棱罐是如何来到辽宁省博物馆的
呢？这要从4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说起。

1977年，鞍山市文物部门向全市征集
散落于民间的文物。一天，一名中年男子
来到文物收购站，从包裹里掏出一件体形
硕大，绘有多层纹饰的松竹梅纹八棱罐。

只见这件瓷器纹饰繁密、质地晶洁、绘
画生动、气韵非凡，文物部门工作人员惊呆
了，他们从未见过与之类似的文物，一时间
无法做出判断。

聊天中，该男子讲道，自己祖籍山东，后
随父母定居鞍山。这件青花八棱罐是祖上传
下来的，但家里人没把它当回事，一直用它腌
咸鸭蛋，还差点儿被砸碎了。这次，他奉母命
将瓷罐包好，送到鞍山市文物收购站。

当时，因工作人员也无法确认青花八棱罐
的年代和价值，只认定它是一件古瓷，于是就
付给了该男子一些粮票和部分现金，将此罐收
购。之后，工作人员向鞍山市相关部门汇报了
此事，文物局派专家前来鉴定。专家看过器物
后，非常惊讶，因为从胎质、造型、绘画、花纹布
局等方面看，它都是较为罕见的文物。

文物工作者马上将这个发现向省博物
馆汇报，省里的专家也不确定这件罕见的
八棱罐究竟是哪个时期的文物，恰巧北京
召开一个全国收购文物展览，省文物部门
将这个八棱罐送去参展，结果震动文博界，
它被确定为难得一见的元青花瓷器精品。

北京展出结束后，青花八棱罐被运回
沈阳。后经上级部门决定，拨给辽宁省博
物馆收藏，成为辽博的镇馆之宝。

民间征集来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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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八棱罐组成部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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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名叫元青花松竹
梅八棱罐。其器型呈八棱形，罐身硕大，胎体厚重，质
地晶洁，图案精美，是青花瓷器中十分罕见的精品。
它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代表了中国瓷器发展的一
个高峰，更在于它印证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包容并
蓄的历史。

叁

贰

是
元
代
青
花
瓷
器
中
的
精
品
，因
造
型
呈
八
棱
状
而
得
名
。
罐
身
硕
大
，圆

唇
、直
口
、鼓
腹
，腹
部
以
下
逐
渐
收
敛
。
罐
身
采
用
幽
静
深
沉
的
釉
下
青
花
，釉

层
滋
润
，青
中
泛
紫
、淡
雅
柔
和
，宛
若
一
幅
水
墨
画
。
同
等
器
形
和
尺
寸
的
元

青
花
瓷
器
目
前
存
世
仅
有
两
件
，国
内
唯
一
一
件
藏
于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为
辽
博

镇
馆
之
宝
。

文物
档案
WEN
WU
DANGAN

元
青
花
松
竹
梅
八
棱
罐

元青花松竹梅八棱罐（以下简称“青花
八棱罐”）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同
等器形和尺寸的青花八棱罐在世上仅发现
两件，另一件在泰国。

这件青花八棱罐高 39.7 厘米、口径
15.3 厘米，呈八棱状。青花八棱罐采用幽
静深沉的釉下青花，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
胎体交相映衬，宛若一幅水墨画。

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主任李慧净说，
常见的元青花瓷器大多呈圆形，八棱造型
很罕见。瓷器行有句老话：“一方顶十圆”，
说的是一件方形器的制作工艺顶得过十件
圆形瓷器，而八棱形比方形器难度更高，所
以这件青花八棱罐从器形上就很难得。

元代存续不到百年，再加之青花工艺
的复杂，所以元青花在当时烧造数量有限，
完整流传到今天的元青花少之又少。“这也
是它从元代一直到今天很受追捧的重要原
因。”李慧净说，目前，完整的元青花瓷器
只有少数的博物馆有收藏，民间几乎难得
一见。而如此硕大、精美的元代青花八棱
罐历经七个世纪的光阴能够完好地流传到
现在，更是罕见。

李慧净介绍，到目前为止，公认完整的
元青花瓷器有300余件。其中，200多件在
国外，国内只有 100 多件。辽宁省博物馆
收藏5件元代青花瓷器，器形丰富且典型，
工艺精湛，均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精品。

元青花八棱罐
是辽博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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