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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们，多少曾听闻一段传
说：在西区教职工宿舍的后山上，藏着一个古老的窑
口，但很少人见过它真实的模样。近日，在一名热心学
生的指引下，记者顺着一条隐蔽的小路爬上后山，映入
眼帘的是散落在荒草间的简陋粗陶片。抹去其上的浮
土，隐隐可见斑驳的酱釉。

“这是洪塘窑的陶片，年代比较迟了。”洪塘窑的研
究者们在看过记者带去的陶片后肯定地表示。明代以
后，随着人们饮茶风尚的改变，洪塘窑薄胎酱釉器逐渐
断烧，名震日本的“唐物茶入”遂成绝响。而后，窑口虽
还持续烧造一些民用器，但已不复当年辉煌。而今，千
年的时光，早已吹散了缕缕窑烟，湮灭了间间窑场。栗
建安和福州市考古队都向记者证实，洪塘窑具体窑址
就在福州市西郊、南台岛的西北部，今福建农林大学北
山的西端，但窑炉遗迹位置尚未找到，可能损毁严重，
亟待进一步考古勘察。

但所幸薄胎酱釉器的制成技艺由福州陶艺家卢佳
伦等一批陶瓷艺术大师成功复原。2015年，福州薄胎
酱釉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
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人士的执著
努力中，更多笼罩着洪塘窑的神秘面纱，正一一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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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福建籍收藏家李而武先生主编、福建
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栗建安为学术指导的新
书《洪塘窑》引起了不少收藏爱好者的关注。洪塘
窑产出的一只只薄胎酱釉小罐，在国内史志几无所
载，但在隔海的日本，却被奉为“茶道第一圣物”而
广受推崇。700年前，一艘携带着洪塘窑薄胎酱釉
小罐的古商船，从中国驶向日本京都，但还未到日
本就在韩国新安海域沉没。2012年 12月，在浙江
省博物馆举办的“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文物精华展”上，洪塘窑薄胎酱釉小罐承载福建海
洋文化的千年记忆，惊艳亮相。

这只“为茶而生”的文化珍宝，是福州写给世界
的唯美诗意，乘着闽江千年帆影，成为世界各地博
物馆为之收藏的海丝文化传奇。

20年前，收藏界的朋友带给了李而武一只拳头大小
的酱釉小陶罐。罐身质朴，胎体轻盈，釉色不彰，流釉随
性，让见惯名窑华美瓷器的李而武深感困惑：这么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陶罐，有什么收藏价值呢？

这个困惑也曾出现在1994年与日本里千家茶道资料
馆合办“唐物天目”展的福建省博物馆（现福建博物院）研
究人员的心里。日本茶道友人介绍，日本战国时期，一只

“唐物茶入”甚至可换一座城池，可谓真正的“价值连城”。
这些胎体厚仅 1到 2毫米的精致器物纤薄易碎，需要极高
的制作工艺和煅烧技艺。人们虽知它产自中国，但始终找
不到其具体产地。

这些小罐子，省博的研究人员都觉“似曾相识”，在20
世纪90年代福州旧城改造发掘出的北大路、屏山、七星井
等古遗址中都曾见过。但其模样朴素，审美风格与各大名
窑作品差异较大，完好的存世数量稀少，因此并未引起重
视。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栗建安在福州城市遗
址考古出土遗物中，时有相关发现。可是作为一种造型简
单、品相质朴的酱釉陶器，它们被认定为只是一种普通的
古代平民日常生活用品。当时的学术研究也不够开放，这
类器物尚处“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境地。

早在 1962年，洪塘窑就曾在一些国内研究文章里初
露端倪。根据调查发现和采集的酱釉陶器陶片分析，这是
一处宋代陶窑，尚未有自己专有的名字。栗建安和研究人
员根据这一线索前往调查，并将该窑址的采集品与福州城
市遗址出土的部分酱釉陶器比对，发现几乎相同或相似。
该陶窑与不远处的南朝至唐代的怀安窑也有相似的线切
割工艺。1999年3月，考古人员对于福州洪塘村的窑址进
行了第二次考古调查，认定仓山区建新镇洪塘村就是日本

“唐物茶入”的主要产地之一。在持续多年的调查中，栗建
安以最小地域命名法，以洪塘村为名，将窑址命名为“洪塘
窑”。“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洪塘古窑从此真正有了新名字。

北宋斗茶之风大盛，“茶色白，宜黑盏”的点茶技艺，让酱釉瓷器成为流行。洪塘窑中的薄胎酱釉小罐适合这一时
期制作精细的抹茶工艺，在保持茶粉干燥的同时又只手盈握，光彩典雅。内壁无釉或仅施薄釉，吸水性佳；口沿向外翻
卷，利于捆扎。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的洪塘窑薄胎酱釉器，成为盛装抹茶的佳品。

这一时期也是闽江流域瓷器生产与外销的鼎盛时期。南台岛的独特地理位置扼江达海，各大名窑的外销精品瓷
器汇集于此，陶瓷制造技艺百花齐放，让洪塘窑的薄胎酱釉技艺尽取百家之长。此地淬炼出的沉泥吸取闽江精华，让
烧制出的胎体吹弹可破、质感润泽、细腻光滑，代表了宋代福州制陶的精湛水平。繁忙的海丝商路将其远销海外，终于
驻留在日本人手中，焕发出别样光彩。

“小罐的釉色虽不均匀，但间杂着细碎的窑变，器型内敛，有一种古朴而莫测的美。”李而武将一只鼓腹小罐托于手中，
向记者展示。这是福建人独特的审美观，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但又不墨守成规。低调而沉稳的美学风格让人神游其中，
甚至重塑了李而武的审美观。这些年，他走遍民间收藏界，几乎集尽洪塘窑薄胎酱釉器的所有器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将洪塘窑背后的海洋文化开放包容、从容自信的精神境界，以及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传遍世界。于是，《洪塘
窑》编写期间，李而武遍访专家学者，终于遇见了也在默默关注着洪塘窑民间收藏和保护的栗建安，他们亦师亦友、教学相
长，共同推动洪塘窑的保护与传承。

近年来，福建一直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特色的海洋文化。洪塘窑薄胎酱釉小罐中，浸
润的正是福建悠远绵长的千年茶史，内敛着灿烂光华
的品茶文化，安放着福建人随性自然的美好诗意，随着

“海上丝绸之路”的帆影，在宋代以来的漫漫历史长河
中，化作惊艳世界的福州美学名片。

“洪塘窑是为茶而生的。”李而武说，《洪塘窑》开始
编写到如今出版已经三年。近年来，随着福建海洋文化
与茶文化叙事的不断兴盛，对洪塘窑的研究也不断深
入，越来越多茶人和艺术家认识了洪塘窑陶器之美。如
日本出云“2024春庭永昼”拍卖，到近期举办的“东京飞
鸟”2024夏季拍卖、“杭州器物说”2024年春季拍卖、北京
金水堂2024杭州春拍等，都有洪塘窑藏品惊艳亮相，引
发国内外众多收藏家关注。对于李而武而言，《洪塘窑》
一书既是他对洪塘窑收藏至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
收藏界第一本关于洪塘窑的专业工具书。此前，洪塘窑

“唐物茶入”只在日本有着有序的传承与规范的定名，因
此书中对日本关于洪塘窑“唐物茶入”的研究资料作了
全面整理。同时，书中还收录了栗建安《福州地区薄胎
酱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详尽阐述了洪塘窑薄
胎酱釉小罐的用途、性质和意义，并一一借鉴同时代宋
瓷的造型和纹饰进行了系统归纳和定名，让“唐物茶入”
恢复“闽都”故乡的本来样貌。

寻访洪塘窑

窑失千年，墙内开花墙外香

“不施粉黛”,最是自然动人心

□记者手记

聚力传承，再现“闽都”本来样貌

摆放于茶桌上的洪塘窑鼓腹小罐，有一种古朴
而莫测的美

《洪塘窑》书影

位于福建农林大学西区教职工宿舍附近的洪塘
窑窑址区域，早已荒草丛生（记者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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