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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人杨永盛保全稀世之宝元青花

元青花八棱罐
世存仅两件

这件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高
39.7 厘米、口径 15.3 厘米，罐作八棱
体，白瓷胎，胎体硕大厚重。通体青花
绘纹饰五层：口边饰几何花纹带；颈与
肩部饰一束莲、牡丹、番莲、秋菊等折
枝花卉组成的上下两层花纹带；胫部
饰变体莲瓣一周；腹部开光绘自然景
色，依次为松、竹、梅、荷塘鸳鸯，衬以
卷草纹，是为主体纹饰，纹饰相同者两
两相对，正、背两面为荷塘鸳鸯。肩部
堆塑对称的兽头耳，兽首施铁彩斑，底
足砂底无釉，修足不够规整。

这件元青花八棱罐的纹饰受宋
元时期文人画风影响，细腻繁密，质
地晶洁，描绘生动，遒劲豪放，是元代
青花瓷中的佼佼者。此类元青花精
品，目前全世界仅发现两件，除辽博
珍藏的这件以外，另一件出土于在泰
国古都素可太塔基下，十分珍贵。

对这件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
沈阳古玩商会副会长，古玩艺术品鉴
定师刘墨龙向记者做了详细介绍。
刘墨龙表示，青花瓷始于唐代，成熟
于元代，由于元朝存在时间较短，故
元青花极为稀有。目前公认的馆藏
元青花仅三百余件，分布于世界各大
博物馆，多为镇馆之宝。

辽博所藏这件元青花器型为八
棱罐，何为八棱？即由八面胎土板拼
接而成，难度极大。瓷器制作通常分
为两大类，圆器和琢器。圆器为陶车
制作，通过轮车的旋转力，用双手将
泥坯拉成所需形状，故碗、盘、瓶等多
为圆器；琢器是指不能再轮上一次拉
坯成型的器物，工艺复杂，坯房、工
种、生产、行规与圆器均迥然不同。
景德镇坊间有句老话“一方顶十圆，
八棱更是难”，由此可见八棱瓷器制
作之难，不仅要求八块大小一致，而
且须拼接到位，否则在烧造时极易变
型。此罐器型为洗口、直颈、高领、斜
直肩、鼓腹、收足，整体厚重，由于八
块拼接，略有轻微变形。

这件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通
体施青白釉，釉厚莹润，主体为青花
描绘，青花发色蓝灰匀净，呈流淌状，
线条边缘晕染，青料堆积处形成蓝褐
色铁彩斑。这种发青花料为苏麻离
青料，产自西亚。成分特点为含锰量
较低，含铁量较高，低锰可减少青色
中的紫、红等色调，使青花发色浓艳，
高铁往往使青花出现黑疵斑点。

“这件元青花松竹纹八棱罐主纹
饰复杂，造型优美。其口部为几何锦
地纹；颈部为折枝花卉；肩部纹饰为
莲花牡丹；腹部主体纹饰为卷草开
光，内绘松、竹、梅、池莲鸳鸯纹；底部
为莲瓣纹，内绘杂宝。此瓷器的特殊
之处在于肩部还有一对铺首，呈狮虎
状。铺首本为传统门饰，具有驱妖避
邪之用，元代之后多用于瓷器装饰。
该铺首口部有两个圆孔，原本应有衔
环，怕已损坏丢失。”刘墨龙介绍道。

而今估价两亿的元青花
曾是腌鸭蛋罐

据统计，伊朗博物馆收藏了28件
元青花大宗瓷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
博物馆收藏了40件大宗元青花，号称
世界第一……海内外存世的元青花
瓷总数约三百余件，特殊的一些大件
器，如大盘、大扁壶、高颈罐等珍品多
见于国外大博物馆与大藏家手中。
保存至今的元青花整器均价格不菲，
如“鬼谷子下山”元青花瓷罐曾在伦

敦佳士得拍卖行以 1568.8万英镑（约
合人民币 2.3亿元）成交，创下了迄今
为止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拍卖天价！
那么，这件后被估价两亿、同样价值
连城的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是如
何有幸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呢？
这要从4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说起。

这件元青花八棱罐是在辽宁鞍
山发现的，时间是1976年夏天。那一
年，鞍山文化部门向全市征集散落于
民间的文物。一天，一位约 30 多岁、
穿着普通的中年男子来到文物站，从
包裹里掏出一个老罐子，负责征收文
物的工作人员只看了这罐子一眼，就
怔住了！此瓷罐造型非常特殊，青花
发色深沉亮丽，纹饰精美繁复，如果
是明代早期瓷器，没有这种造型与繁
丽的纹饰，它有无可能是一件元代时
期的瓷器呢？

这名男子说，自己祖籍山东，后
随父母来鞍山定居，这个青花罐是他
家祖传的。那个年代，社会上缺乏文
物保护意识，对老物件不仅不珍视，
反而觉得碍手碍脚，怕惹麻烦，这件
青花罐被该男子的母亲用来腌鸭蛋
或盛米用，曾一度想砸了，但因是祖
传之物，砸了怪可惜的，转念一想，不
如卖了换点钱花，以解生计艰难的燃
眉之急。于是，该男子便奉母命将瓷
罐包好，送到鞍山市文物收购站。

元青花八棱罐在鞍山发现，但它
最终却没留在鞍山，因为当时鞍山尚
未成立博物馆，还不具备文物保管的
必要条件。按规定，这件文物必须上
交到省文化厅，但省文化厅对此文物
是调拨给省文物总店还是交省博物
馆，一直未做决定。恰好，当时在北
京召开一个全国收购文物展览会，经
省文化厅同意，省文物总店将该八棱
罐取走参展，此罐在北京甫一露面，
便震惊了国内外文博界！

当时，省文物总店曾组织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鉴定此罐，有说是康熙
朝的，有说是明代的，如孙会元先生
认为此器产于明早期洪武年间，各种
说法不一而足。

当时，日本学者对元青花瓷器的
研究非常重视，国际收藏界对元青花
趋之若鹜。1978年，日本大收藏家坂
本五郎在英国苏富比拍卖会上以 18
万英镑购得一件青花釉里红大罐，坂

本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此次收购
的瓷器之所以鉴定为元代之物，是受
到刚刚在北京展出的元青花八棱罐
的启发的。

杨永盛慧眼识国宝
八棱罐有幸获保全

这件基本完好的元青花松竹梅
纹八棱罐，堪称国宝级的传世孤品，
已被收录进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
文物精华大辞典》之“陶瓷卷”中，征
集下这件稀世之宝的功臣，是当年在
鞍山文物站工作的杨永盛先生。

因杨永盛今年已九十岁高龄，不
便接受采访，他的儿子、现于辽宁省
文博部门工作的杨晔，代其父追忆了
当年在鞍山征集这件元青花松竹梅
纹八棱罐的陈年往事。

1975年，鞍山文化局成立了文物
站，杨永盛调入时，文物站共有四人，
除他之外，负责人姓金，还有一个住
单位的军代表姓吴，一个财务人员姓
丘。1976年夏，一个年轻人来到文物
站，问“收不收瓷器？”，杨永盛把这个
年轻人让进屋里，此人打开包袱，拿
出一件瓷器，放在桌子上。当时文物
站只有杨永盛和军代表老吴，杨永盛
看到这件瓷器后，精神为之一振，这
件瓷器造型是八棱型，非常少见。杨
永盛仔细察看了它的纹饰与青花颜
色，初步分析鉴定为：最晚是明代早
期，最有可能是元青花瓷器，并决定
收购，定价 25 元。当时，老吴不同意
收购，说：“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得你
负责到底！”，并决定只付20元。杨永
胜只得照办，让这个年轻人登记填
表，办理了征集手续。

杨永盛之所以有此判断，有赖于
他多年的积累。“我父亲曾专程去北
京，在故宫组织的学习班培训过，曾
跟随故宫几位专家学者学习过瓷器，
青铜器等方面的知识。我父亲通过
学习，掌握了一些元代瓷器的知识和
鉴定方法，所以才能迅速做出此瓷器
可能为传世稀少的元青花的重要判
断。”杨晔介绍道。

当时，国内的专家学者对元青花
瓷器的认知，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
藏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为标准。
1952年，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接待了来

自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中国陶瓷研
究学者约翰.波普先生，他通过对土
耳其收藏的元青花瓷器的研究，确定
了“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并据此研
究，写成了《十四世纪青花瓷器.伊斯
坦布尔托普卡帕藏.中国瓷器》与《阿
德比尔神殿.中国瓷器》两本书，开
创了世界各地专业人士和学者系统
研究元青花瓷器之先河。杨永盛深
受这两本书的影响，并查阅了大量资
料，特别是古籍文献《格古要论》中
有一段关于“元五彩”的记载，对他
启发很大。1980 年秋天，在北京景
山发现元五彩瓷片（耿宝昌《明清瓷
器鉴定》一书中有记录），当即引起
收藏界的震动。

后来，杨永胜查阅了笔记和相关
资料，经反复推敲，最终确定这件八
棱罐为元代青花瓷器，正式定名为：
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这一鉴定，
得到了国内外文博界的一致认同。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有
关方面正式发布信息，认定这件瓷器
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件民间流传、
由国家征集的元青花。1978 年，《人
民中国》日本版杂志首次发表了这件
元青花八棱罐的介绍文章，后又约稿
杨永盛著文详细说明，这两篇文章引
起了国内外收藏界的高度关注。由
此可见，杨永盛保全并确证的这件元
青花八棱罐在中国收藏史上的重要
意义。需要提示的是，杨永盛是著名
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最早的学生，也
是耿先生的得意门生。

这次北京展后，元青花八棱罐被
省文物总店直接运回沈阳，后经省文
化厅决定，拨给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成为辽博的镇馆之宝。谁能想到，这
件稀世珍宝曾被当作腌鸭蛋的罐子
随意使用，其成交价格与其实际价格
之比，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虽然这次收购是你情我愿，对辽
宁省博物馆更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但
对出售者来说，损失之大是不言而喻
的。后来，鞍山市文物收购站找到该
男子，想给他补一些钱，但该男子以为
收购站想退货，在电话里大声喊：“咱
们可是说好了这个价钱的，你们可不
能反悔啊！”男子极力反对文物收购
站的人找他，生怕他们不买这个八棱
罐。经文物站工作人员耐心说明原

由后，男子才同意见他们，最后文物
站又给他补了点钱，此事才算了结。

故事到此还没有完。据说，过了
三十多年后，出售人在报纸上看到一
篇报道，方知被自己出售的祖传瓷罐
竟然是估计两亿的国宝！于是，他向
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撤销当年的“买
卖合同”，但时过境迁，且买卖手续齐
备，很难推倒重来了。

动辄过亿
元青花为何这么贵？

元青花完整器价值不菲，动辄过
亿，这与其存世量的稀少大有关系。
首都博物馆的“凤首扁壶”、山东青州
市博物馆的“青花鹿纹盘”和安徽省
博物馆的“折枝花卉纹象耳瓶”等都
是出土残件，即便如此，仍被视为难
得一见的元青花珍品。特别是首博
的“凤首扁壶”，1970年于北京市鼓楼
大街元代窖藏出土时曾碎为48片，这
种器型在出土的元青花中尚不多见，
后经巧妙修补，得以复原。

元青花少见，绘有人物的元青花
罐 更 为 稀 缺 ，据 说 全 世 界 不 足 10
个。首都博物馆的重量级元青花
——“昭君出塞罐”，是残裂拼接而成
的。由此可见，在鞍山发现的基本完
整的“元青花松竹梅八棱罐”是何等
珍贵！

元青花为什么这么贵？用景德
镇工匠的话说，首先，在工艺方面元
青花便独树一帜。其实，青花瓷早在
唐朝就出现了，但品质一般，后经五
代、宋辽金到元，因蒙古皇室崇尚蓝
白这类色彩，青花瓷工艺才获得脱胎
换骨的质变突破。那时，元青花是皇
室御用之物，是赠送外邦的国之重
器，在青花瓷上作画之人，多为那个
时代一流的画师。如湖南省博物馆
珍藏的元代“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人
物刻画栩栩如生，格外传神。瓶面上
的蕉叶、竹、松石的用笔极具文人画
的写意洒脱，构图严谨考究，完全不
像一个普通画匠所为，说明其创作者
具备了高超的绘画功底，代表了元青
花画工的非凡水准。再如青州市博
物馆珍藏的“青花鹿纹盘”，仅寥寥几
笔，小鹿回头顾盼的生动神态即尽显
无遗，令当代的大师都望尘莫及！元
亡后，明清两代的青花瓷均以巧为
美，繁缛造作，丧失了元代画工的率
真写意，不仅与元代青花瓷的审美迥
异，画工技艺也大不如前了。

其 次 是 原 料 ，西 域“ 苏 麻 离 青
料”的引进，使元青花的色彩步入新
的境界。“苏麻离青料”本是产于古
波斯一带独有的一种矿物质钴料。
可惜的是，此料太稀少、太珍贵，从
元代至正年到明朝宣德年便绝迹
了，现在只能看到当时采掘后遗弃
的一个个废洞。如此珍稀的颜料，
自然被当时的生产者及权贵奉为至
宝，被专门用于官窑中大小不同的
青花瓷器的描绘。

据杨晔介绍，这件元青花八棱罐
的发现，填补了国内传世元青花瓷器
鉴定标本的空白，在中国陶瓷的研
究、断代、鉴定等相关领域均具有划
时代的重要意义。当年由于信息不
发达，很多研究者缺少资料和实物标
准器，在分析与判断上产生过很多迷
离与疑惑，通过这件元青花八棱罐的
发现，给研究人员带来黎明的曙光，
从而提高了国内对元青花瓷器鉴定
的水平，也把中国元青花瓷器的艺术
造诣推向了新的高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
者 张松

众所周知，被学界、收藏界公认的元青花完整器全世界仅三百余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均估价惊人。元青花的原产地在江
西景德镇，而在距景德镇数千里之遥的关外辽宁，居然存有一件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此罐，堪称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保
全这件稀世之宝者，是沈阳的杨永盛先生。谁能想到，这件而今标价两亿的辽博重器，当年最初的收购价才20元人民币！

保全元青花八棱罐的杨永盛先
生，今年已九十岁高龄。 杨晔供图

辽博珍藏的“元青花松竹梅纹八
棱罐”。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