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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御瓷成建制归来
省博看大展

“御瓷回家啦！快来看展啊——”
“这场荣归故里的‘省亲’展，看上去果然很美。”
“一次能看到 21 位明清皇帝所使用的御用瓷

器，的确很难得。”
…………
新年伊始，在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等新媒

体平台上，“御瓷归来”主题特展牢牢地吸引了人们
的眼球。

为揭开此次大展的神秘面纱，记者第一时间来
到了省博物馆。

“煌煌御瓷，瓷国明珠，书写了中国陶瓷史上熠
熠生辉的巅峰时代。这次亮相的 180件（套）御瓷，
是近年来明清御瓷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到江西展出。”
跟随着讲解员，我们步入了展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件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
天球瓶，一件为青花云龙纹天球瓶，另一件为青花海
水白龙纹天球瓶。前者龙的纹饰由青花绘就，啸于
九天的青花龙游弋于云海之间；后者运用暗刻留白
手法，以青花海水为地反衬出龙纹，白龙腾飞于惊涛
骇浪中施云布雨。

“青花瓷，出道即是巅峰，可以说是景德镇陶瓷的
立身之本，也是景德镇御窑明清时期的核心产品
……”对青花瓷的喜爱，省博物馆策划交流部刘薇溢
于言表。在向记者“科普”完青花瓷发展史后，她道出
了两件天球瓶被放在如此重要展位的原因：“青花天
球瓶器型饱满、典雅端庄，是典型的官窑瓷器。因其
器型大，中间会有接胎，烧成难度大，烧造过程中，易
变形、开裂，故天球瓶的存世量很少。”

天球瓶的正上方，悬挂着“景德镇御窑厂大
门”。向前看，“故宫午门”同样气势雄伟。在展厅，

“故宫”“御窑”相向而立；在明清陶瓷史中，相距遥远
的景德镇御窑与故宫款款“对视”，遥相辉映了 600
多年——

从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到明代成化时
期的斗彩瓷，从清代雍正时期的粉彩瓷、单色釉以及
各种仿古釉瓷到清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转心瓶
等，600余年间，景德镇御窑瓷器，随着宫廷的需求而
变化，涌现了众多的代表之作。

600多年后的今天，在故宫博物院186万余件藏
品中，明清两代的御窑瓷器就有 32万件之多。为了
在此次展览中展现明清御窑制瓷的辉煌成就，故宫
博物院特别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御瓷珍品 122
件（套）。

穿过“宫门”，进入展厅，“故宫红”和“青花蓝”完
美融合，中间加入琉璃黄点缀装饰，在雅致的东方美
学浸润下，一件件御瓷展陈在精心设计的场景中，以

“何以御窑”“博采众长”“惟精惟一”“海纳百川”“生
生不息”五大篇章，向人们叙述着 600多年景德镇御
窑无所不工、无所不精、无所不能的极致探索。

瓷业高峰在瓷都
江右产佳器

展厅里，一块 1米多长的青花大匾格外引人注目。此匾
四周装饰着精美的缠枝莲花纹，中间“佑陶灵祠”4个大字，字
体清秀、笔力遒劲，左侧楷书小字落款“督陶使沈阳唐英题”。

这块青花大匾背后故事的两位主角是：风火仙师童宾、
清代督陶官唐英。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窑工受命烧造大龙缸，烧造许久而未
成功。后来，烧瓷技师童宾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
薪，大龙缸竟奇迹般地烧成功了。后世窑工尊童宾为风火仙
师，建了风火仙庙于御窑厂内。清雍正年间，重修风火仙庙，督
陶官唐英将“佑陶灵祠”青花大匾均匀地分成4块，逐一烧制完
成后再拼接在一起，悬挂于门楣之上，祈愿瓷事顺遂。

沈阳人唐英从北京来到瓷都，管理御窑厂 20多年，致力
于制瓷工艺的研究，推动了瓷艺的仿古和创新，取得了巨大
成就。

珐琅彩技艺诞生于15世纪的法国，清初传入中国。雍正
六年，唐英试烧成功 20余种珐琅彩料，让珐琅彩瓷走上了以
国产料为主的生产道路。

针对本次特展，省博物馆遴选了“10件（组）不容错过的
御瓷臻品”。其中，便有一件乾隆时期的洋彩西蕃莲纹蒜头
瓶，其瓶身满绘西洋花卉，用珐琅白料表现花叶藤蔓明暗，并
以金彩勾绘，色彩华丽而柔和，纹饰繁复而纤细，与18世纪欧
洲流行的洛可可华贵艳丽的宫廷装饰艺术风格相符。

“珐琅彩瓷是由两地完成的，先在景德镇做出白釉素瓷，
然后千里迢迢运抵北京，交由宫廷画师绘出纹饰，在宫廷进
行烧造。”如讲解员所言，景德镇制瓷博采众长，吸收外来先
进技艺的同时，也借鉴了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带来了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料，
而且将当地的诸多金属器形引入中国。御窑仿其形制，烧制
出许多源于异域造型的瓷器，如执壶、折沿盆、烛台、扁瓶
等。本次展出的明代永乐时期青花缠枝莲纹方流执壶便是
仿自伊斯兰银水注。

有时候，历史会以某种形式，带给人似曾相识之感。20
世纪上半叶，窑火不息的瓷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窑厂，一群
群能工巧匠穿梭其中。孙瀛洲就是这么一位陶瓷“发烧
友”。他在北京开古玩铺，经营古瓷器，尤其钟爱明清瓷器。
为了分析其制瓷工艺特征，孙瀛洲多次来到景德镇仿烧明清
瓷器。

20世纪50年代，孙瀛洲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
瓷研究、鉴定工作。他先后数次将家藏文物3000余件捐献给
故宫博物院，仅陶瓷一项就有 2000多件，其中明代成化时期

的斗彩三秋杯等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
本次特展中，有三件文物是首次离开故宫博物院，斗

彩三秋杯为其中之一。其他两件分别是，造型精美、色泽
葱绿的釉碗和釉色晶莹光亮的郎窑红釉观音尊。

三秋杯因描绘秋天庭院景色而得名。刘薇告诉记
者：“斗彩出现于宣德，盛于成化。三秋杯蝶翅上所施紫
彩为姹紫彩，色如赤铁，表面干涩无光。姹紫彩乃成化朝
独有，后世怎么都仿制不出来。同时，这只三秋杯是薄胎
瓷，从内壁往外看纹饰通透，非常雅致。”

“景德镇的制瓷业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优势。同时，为了突破和创新，景德镇不断学习其
他窑口经验，推陈出新，有的甚至做到了青出于蓝胜于
蓝。”在讲解员的指引下，一组景德镇御窑厂仿制其他窑
口的瓷器呈现在眼前。

仿汝釉扁腹直颈瓶、仿龙泉釉锥拱缠枝莲纹碗、仿钧
玫瑰紫釉盘，仿哥釉鸡心碗、仿定白釉印花葵口盘、仿官
釉琮式瓶……当许多游客还没从惊喜中缓过来，一组不
像瓷器的瓷器，更是颠覆了许多人的认知：有着青铜色泽
的仿古铜釉出戟花觚，以及仿古铜彩双耳炉、仿雕漆釉
碗、仿朱漆釉描金盖盒、仿木纹釉碗、仿石头纹笔筒……

“真是鬼斧神工，仿得如此精美、逼真。果然瓷业高
峰在瓷都。”人群中，一位游客如是说。

何以景德镇御窑？何以瓷都600多年间技艺品类推
陈出新，经典佳器层出不穷？本次特展中的一件山西博
物院藏清代粉彩御窑厂制瓷图瓶，或许可以给出些许答
案：巨大瓷瓶上，以御窑厂中轴线展开布局，颈部绘珠山
及文昌宫，腹部以房屋工棚为间隔，形成九组画面，展现
采石、淘泥、旋坯、画坯、吹釉、满窑、烧窑、彩器烧炉的工
艺场景。所绘人物达 50人之多，厂内匠人各司其职，专
心劳作。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因瓷而名、因
瓷而兴、因瓷而立的景德镇有冶陶史 2000多年，官窑史
1000多年，御窑史600多年。瓷都景德镇，青花、颜色釉、
粉彩、斗彩、珐琅彩，一件件耀古烁今的精美瓷器，凝结着
历代工匠的智慧和汗水，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
国的重要文化符号和载体。

文物“潮”起来
让我们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策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刘薇看来，一个好的展
览，除了丰富的展品，展陈形式也很重要。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领略御瓷风采，爱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展人李雪蕾和同事进行了诸多尝
试。

“大概是在2022年底，我们开始组建项目组，启动了
这次的展览。展馆设计借鉴了中国传统宫廷绘画和故宫
博物院的建筑风格，带给参观者沉浸式体验。走进展馆，
就像漫步于宫廷园林。”李雪蕾告诉记者，开展前的很长
一段时间，省博物馆一直在优化展览，大纲数易其稿，即
使是开展后，这种优化工作仍在继续，如按照展陈逻辑，
为文物量身定制介绍词和展台背景等。

“我们希望每件文物都能展现出它最好的一面，同时

利用巧思，增加展陈的趣味性与体验性，帮助大家更好地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厅入口的资料架上，整齐摆放着一本本形状酷似
古代奏折的折页。翻开折页，里面精选了本次展览中的
20件重磅文物，而折页的最后一页为空白页。

“很多年轻人喜欢集印。在博物馆集印成为当下的
一种时尚。我们设计了一项印章打卡活动，跟着游玩路
线寻找打卡点盖章。”如李雪蕾所言，打开折页最后一页，
按照打卡机底座上的箭头方向插入卡槽内，垂直按下印
章按钮，即可收获一枚御瓷纹样。待集齐所有印章，游客
会惊喜地发现，这些印章采用了“青花瓷”作为主色调，精
美独特。

此外，通过投影技术，将故宫的四季景色投射在红墙
上，春天柳叶间燕子翩翩起舞，夏天荷花池蜻蜓点水，秋
天银杏叶被风吹起，冬天梅花散发出缕缕芬芳。故宫的
诗情画意，被游客定格在照片中；撷取《百花图卷》等宫廷
绘画中的折枝花卉“插入”缤纷绚丽的颜色釉瓷器中，屏
风入画、画入屏风，干净素雅，蕴含诗意；在省博物馆 IP
人物青妹、岁岁鸭、猫护卫的陪伴下，小朋友开启一场

“探索御瓷奥秘”的闯关寻宝之旅，“闯过四道关卡，集齐
出海必备的四个品质之星，就可以获得与御瓷一同出海
的船票”；郑和下西洋的场景营造、蒙古包等民族元素与
中西亚风格纹饰的运用等，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

多元、新潮的展陈方式与丰富、珍贵的御瓷展品，两
者互相加持，给一个个来此打卡的游客，留下了一份份感
动与美好。“来江西旅游这几天，我知道了制作瓷器的过
程，从最开始的陶土、颜料，到烧制的温度、叠放的方式，
再到出炉的时间、化学元素的配比，各种复杂工艺叠加在
一起，而满地的碎片证明了御瓷的可贵”“最喜欢康熙年
间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杯，一月一杯，一杯一花，
一花一诗，掌中乾坤可观四时之景，风雅极了”“作为一个
紫色控，最喜欢仿钧玫瑰紫釉盘。狂喜之余，想起了以前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的钧窑玫瑰紫海棠式花盆”“马上
就要到龙年了，青花云龙纹天球瓶上的龙十分生动，很贴
合龙年气息呢”“不是故宫去不起，而是江西省博物馆更
有性价比，一次看够明清御瓷经典”……许多游客观展
后，在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感言。

“其实，这次特展除了以 5个篇章作为主线，我们策
划团队还有意识地埋了一条暗线。展出的这些御瓷臻
品，恰恰契合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据刘薇介绍，针对本次
特展，省博物馆还精心制作了一张海报：左上方为故宫午
门，右下角为景德镇御窑厂，中间是青花云龙纹天球瓶和
一位工匠扛着两排拉好的坯，海报背景底纹则嵌入了《陶
成纪事碑》碑文。御窑厂与故宫午门之间，是一条蜿蜒的

“回家之路”。
“China”，大写是中国，小写是瓷器。赣鄱大地自古

水土宜陶。万年窑火，烧成世界史上最早陶器；技术革
新，洪州窑青瓷领时代之先；木叶跃鹿，吉州窑绘出民窑
新篇章；釉下青红，景德镇开启彩瓷高光时刻；明清御窑，
江右佳器登瓷史新高峰……瓷上江西，土与火之歌传唱
不息。

御御瓷归来瓷归来

青花桃竹纹梅瓶

明·永乐

故宫博物院藏

高 36厘米，口径 6.7厘米，

足径 13.9厘米

永乐青花瓷代表作。以

青料绘制折枝桃竹纹，疏朗

秀丽，色青浓翠，与端庄秀美

的梅瓶器形组合，意趣生动，

宛若中国传统水墨画，体现

了浓郁的中式审美。御窑以

笔墨浸染，将青花瓷在文化

维度上脱胎换骨，由技艺晋

升为艺术。

□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本报全媒体记者 万芸芸 实习生 潘嘉辉/文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图

青花云龙纹天球瓶

明·永乐

故宫博物院藏

高 43.2厘米，口径 9.4厘米，

足径 16.5厘米

皇权国威的象征，明初

经典器形。啸于九天的青

花龙游弋于云海之间，雄浑

饱满的天球瓶似浩瀚宇宙，

完美烘托云龙气势，将王权

国威的大气庄严体现得淋

漓尽致。

粉彩御窑厂制瓷图瓶

清·嘉庆

山西博物院藏

高 60.3厘米，口径 20.2厘米，

腹径 24厘米，足径 18.5厘米

此瓶以御窑厂中轴线展开布局，

颈部绘珠山及文昌宫，腹部以房屋工

棚为间隔，形成九组画面，展现采石、

淘泥、旋坯、画坯、吹釉、满窑、烧窑、

彩器烧炉的工艺场景。所绘人物达

50 人之多，厂内匠人各司其职，专心

劳作，其中 4 人应为督烧官员，真实

再现了清中期御窑厂的繁荣图景，印

证了有关文献记载的御窑厂建制、分

工、生产等情况。

浇黄釉牺耳尊

明·弘治

故宫博物院藏

高 32厘米，口径 19厘米，

足径 17.5厘米

“ 黄 承 天 德 ，最 盛 淳

美。”“黄”“皇”谐音，象征

皇家尊贵，黄釉瓷仅限御

用。弘治浇黄釉娇嫩如鸡

油蜜蜡，光亮似一泓清水，

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黄釉

品种。

粉彩牡丹玉兰图盘口瓶

清·雍正

故宫博物院藏

高 27.5厘米，口径 6.3厘米，

足径 8.6厘米

雍 正 粉 彩 瓷 器 代 表

作。柔婉多姿，用笔细腻，

吸收传统绘画中的没骨技

法，不勾勒线条，用色彩表

现物象，明暗深浅自然，强

调含蓄蕴意，淡雅清绮。

洋彩镂空岁寒三友图转心瓶

清·乾隆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高 28.5厘米，口径 10.3厘米，

腹径 18.7厘米，足径 11.3厘米

转心瓶多镂空开光，可通过旋

转窥探内瓶纹饰，以达观有限而意

无穷之妙。在百转千回间蕴破静

为动之美，显鬼斧神工之能，体现

出 御 窑 对 瓷 器 的 掌 控 臻 于 化 境 。

此 转 心 瓶 外 壁 镂 空 松 竹 梅《三 友

图》，内胆饰粉彩云龙纹，以“走马

观灯”之势，赏游龙穿花之姿。

青花缠枝莲纹方流执壶

明·永乐

故宫博物院藏

高 32.3厘米，口径 7.4厘米，

足径 11.5厘米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

仅带来了阿拉伯地区的苏麻

离青料，而且将当地的诸多

金属器形引入中国。御窑仿

其形制，烧制出许多源于异

域造型的瓷器，诸如执壶、折

沿盆、烛台、扁瓶等。此器仿

自伊斯兰银水注。

洋彩西蕃莲纹蒜头瓶

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高 18厘米，口径 2.6厘米，

足径 5.5厘米

洋 彩 用 料 与 瓷 胎 珐 琅 器 相

同，其特点是运用西洋绘画技法

与纹饰。此器满绘西洋花卉，以

西蕃莲花为主，用珐琅白料表现

花叶藤蔓明暗，并以金彩勾绘，色

彩华丽而柔和，纹饰繁复而纤细，

与 18 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繁

复 华 丽 的 宫 廷 装 饰 艺 术 风 格 相

符。

泱泱大国，五千载灿烂文明；煌煌御瓷，六百年烟火珠山。
1月8日，一场名为“御瓷归来”的开年主题特展，在南昌揭开帷幕。本次特展由江西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八家文博单位合力举办。展期3个月，至4

月8日结束。
作为一个重量级大展，此次展出的180件（套）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御瓷中，有122件（套）来自故宫博物院，144件（套）为珍贵文物。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本次特

展形式多样、展品丰富，蓝白交辉的青花瓷、争奇斗艳的斗彩瓷、五彩缤纷的颜色釉瓷、粉润柔和的粉彩瓷、繁复秀丽的洋彩瓷……一件件经典佳器，辉映着景
德镇明清时期600多年的御瓷制造史，厚重如土，灿烂如火。

清代督陶官唐英题《佑陶灵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