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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
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道出了青花瓷
的制作工艺和极致美感。因为存世极其稀少，又有着
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元青花瓷器备受收藏鉴赏界
追捧，被称为“瓷器之王”。

2005年，元代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在英国伦敦拍卖，
当时的成交价折合2.3亿元人民币，能买两吨黄金。罐上
图案取材于《战国策》，描绘的是孙膑被燕国俘虏，齐国请鬼
谷子下山救徒的情景。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全世界独此一
件，若以黄金论价，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贵的一件艺术品。

2011年，苏富比拍卖的一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
折枝花果纹梅瓶（无盖），以1.68亿港元（当时约1.38亿
元人民币）成交，创下明代瓷器的世界拍卖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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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苏韶华 文/图

南方的漫漫夏日已然开启，博物馆成为避暑胜
地。周末的福建博物院人流如潮，三位汉服姑娘手
持团扇，驻足于青花梅瓶前，让探馆记者一眼千年，
仿佛穿越到红袖添香、素手研墨的古时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有着独特地位，自古以
来被视为清雅高洁、坚韧不屈的象征。以它命名的
梅瓶，也因独有的文化魅力久享盛名，被誉为“天下
第一瓶”。

小口丰肩，亭亭玉立，可沽美酒笑谈古今，可供
暗香雅室清修。梅瓶作为古代陶瓷器的经典代表，
以一脉相承的优美姿态，承载了一以贯之的中式美
学。瓷中“美人”充满诗意的身影，游走于悠悠岁月
中，诉说着令人神往的千古“瓷话”。

发端于先秦的海上丝绸
之路，茶叶、丝绸和瓷器是三
大最主要出口商品。泉州港
驶出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
上，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船上
运载的瓷器。受到郑和下西
洋的影响，明代出海的瓷器
数量更是数不胜数。据央视
报道，去年 10 月，南海西北
陆坡约 1500 米深度海域发
现的两处明代沉船，前期考
古勘探发现，其文物以瓷器
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
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

青花瓷以氧化钴为颜
料，在素洁的坯体上描绘纹
饰 ，再 罩 上 透 明 釉 ，经
1300℃以上高温还原焰一次
烧成。倚仗釉层的保护，青
花瓷不因岁月的腐蚀而掉
彩。那些在沉船中打捞出来
的古代青花瓷器，即使在海
水中浸泡几百上千年，色调
依然青翠娇艳、清新明快。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口
的钴料“苏麻离青”，让青花
瓷器大放异彩。青花瓷工艺
成熟并且大量生产后，成为
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在海丝
沿线国家深受欢迎，曾是世
界性的顶级皇家艺术品。

作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福建博物院推
出了四个大展，于 5月 18日
免费开放。其中最重头的

“福航天下——海上丝绸之

路的文化印记”展览，集中展
示了国内多家博物馆不同时
代、不同器型的青花瓷器，令
观众大饱眼福，以至于展厅
里有人笑称：“这满坑满谷的
青花，让人感觉很不值钱的
样子。”

该展中最让记者惦记
的，就是“东方雅集”单元陈
列的两件元青花梅瓶，它们
并肩而立，被分别安置于独
立展柜中，接受众多观众的
膜拜。

梅瓶的造型随时代变迁
各有千秋，尤以元代景德镇
官窑制作的最为精美。此次
展出的元景德镇窑青花缠枝
牡丹纹瓶，是上海博物馆的
十大珍藏精品瓷器之一，其
造型端庄厚重，外壁自上而
下以青花绘制了五层纹饰，
主次分明，繁而不乱，杂宝
纹、缠枝莲纹、缠枝牡丹纹、
卷草纹、变形莲瓣纹等蕴含
着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美
好愿景。

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
元代青花龙纹梅瓶，出自湖
北钟祥明郢靖王（朱棣第 24
子）夫妻合葬墓，因为有明
确的出土地点，文物价值极
高。此墓中还有一件梅瓶
更为出名——湖北省博物
馆“镇馆之宝”元青花四爱
图梅瓶，被称为“陶瓷中的
熊猫”。

近代名家许之衡在《饮
流斋说瓷》中写道：“梅瓶口
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
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
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
名梅瓶也。”

梅瓶又称美人瓶，从隋
朝至清代，历经1300多年演
变，其外形大致不离短颈小
口、丰肩敛腰等基本特征，
其中宋金时期的梅瓶俏丽
挺秀，元明时期则敦厚雄
健，尤受后世追捧。

两宋时，梅瓶被称为
“酒经（陶瓷小颈酒壶）”“经
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
认为，它首先流行于北方，

源于辽代的鸡腿瓶，在宋、
辽、金时期以盛酒器的身份
被广泛运用。到了南宋时
期，梅瓶已登上大雅之堂，
或和其他饮食器皿配套使
用，或直接作为花瓶等陈设
观赏器。明清时期，甚至被
用作高等级的随葬品、佛教
供器和御用赏赐品等。

梅瓶的雅称，直到清末
《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如
今，梅瓶跻身收藏界重器，
在各大博物馆的展厅中，占
据着显要位置，在各种拍卖
场里，吸引着众多藏家的极
大关注。

2019年中秋节前后，记

者探访中国三大博物馆之
一“南京博物院”，特展馆国
宝厅以“不可一日无此君”
为题，正在展出国宝级文物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
梅瓶”。它是现存唯一一件
带盖子且保存完整的洪武
釉里红梅瓶，整体造型优
美，釉质细腻滋润，纹饰精
美素雅，瓶身图案为“岁寒
三友”松竹梅，象征着高洁
的志向。这件官窑出品的
皇家御用瓷，在南博馆藏43
多万件（套）文物中，加冕八
大镇馆之宝的“御窑之宝”，
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
一级文物。

曾经富可敌国的江
南，还收藏着一件绝世无
双的梅瓶。它是目前世界
上仅存的三件元代霁蓝釉
白龙纹梅瓶之一，也是器
型最大、造型最好、保存最
为完整的一件，另外两件
分别收藏于北京颐和园和
法国吉美博物馆。

2015年国庆，为了这
件国宝级文物，记者专程
到访扬州博物馆，一楼
300 平方米的特设“国宝
馆”，只陈列这一件宝贝，
近 8 年时间过去了，现在
打开扬博官网，封面仍然
是它，陈列依然如初。

根据扬博的介绍，他
们家的“镇馆之宝”集造型
美、纹饰美、釉色美于一
体。整体修长美丽，最大
腹径与高度的比例接近黄
金比。瓶身通体施霁蓝
釉，以进口钴料“苏麻离
青”为着色剂，色泽浓艳，
釉质莹润，如蓝宝石一般
纯正饱和。云龙、宝珠施
青白釉，蓝白两色对比强

烈，却又高度和谐。追赶
火焰宝珠的白龙，仿佛腾
飞于长空，呈叱咤风云之
势，反映了元代景德镇窑
烧造技术的最高水准。

关于这件梅瓶的传
说，个中经过令人唏嘘。
600 多年前的皇宫旧物，
不知何时流落民间，在扬
州一户普通人家精心保存
了六代，每年除夕夜才挂
出画像供子孙瞻仰。直到
1976年，这户人家的儿子
瞒着母亲将梅瓶卖给文物
商店，双方经过讨价还价，
以18元成交。

1978 年 ，它 在 京 亮
相，引发极大关注，被视作
元代梅瓶的标准器和色釉
瓷的巅峰之作。扬博近水
楼台，以 3000 元收入馆
藏。2013年，它和南京市
博物总馆收藏的中国瓷器
三绝之一“元青花萧何月
下追韩信图梅瓶”，都被国
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
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
单。

“不可一日无此君”古老酒器登上大雅之堂

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
元青花梅瓶相聚“东方雅集”

元代梅瓶巅峰之作
皇宫旧物令人唏嘘的过往

□知多一点

靖江王国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首批分封的十个王
国之一，世系延续280年，其间订烧、使用、随葬了大量
梅瓶。位于广西桂林的靖江王陵共有王亲藩戚墓葬
300多座，陵区出土的明代梅瓶数量众多，其器型之变
化多样、釉色之绚丽丰富、纹饰之种类繁多，世所罕见，
被誉为“梅瓶之乡，桂林一绝”。

桂林博物馆拥有国内唯一的明代梅瓶专题陈列
“靖江遗韵”，该馆珍藏各类明代梅瓶300余件，基本都
是景德镇出产的精品，其中一些堪称孤品。

桂林博物馆：梅瓶珍藏冠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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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白釉四季梅瓶
河南博物院藏

清代金漆墨绘山居图
扁形梅瓶，摄于“福建四川
漆艺术作品邀请展”

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元代霁蓝釉
白龙纹梅瓶，为禁止出国文物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
友纹梅瓶，南京博物院八大
镇馆之宝的“御窑之宝”

元青花大罐：当年能换两吨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