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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版汤显祖画像 9 月 6 日在江
西抚州公布。今年是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汤显祖故里抚州市，依据史料
及汤显祖后裔相貌特征，聘请知名美
术家王燕创作出反映汤显祖人生黄金
期的正面画像。此次推出的临川版汤
显祖画像，呈现的是汤显祖中壮年时
期 （40岁上下） 的形象。

据史料记载：汤显祖一生曾有过
两次画像，一次是在南京任上 （已失
传），一次是辞官归里后近 60 岁时，
他曾任5年知县的遂昌派请画师徐侣
云来临川为他画像，原像也失传。目
前 传 世 的 一 是 清 道 光 年 间 （1838
年） 陈作霖摹写徐侣云的汤显祖晚年
画像，二是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代
画师叶衍兰绘制的汤显祖画像。

临川版汤显祖画像神思深邃、目
光坚毅，印证了《文昌汤氏宗谱》里

《汤若士传》 中“体玉立，眉目朗
秀”的描写，也反映了汤显祖体悟人
生善恶、执著追求至情的心性。冠巾
及服饰反映了人物生活的时代，微翘
的胡须表现狷介傲骨，较为圆润的面
庞兼收了清代叶衍兰所绘画像的神
韵，表现出汤显祖中年时代的神采。
同时，根据中国古典审美取向、南方
人的体形和汤显祖后裔的相貌特征，
将其眼睛刻画成丹凤眼，具备东方汉
民族男子的特点。

临川版汤显祖画像创作，以白描
稿为基础，注重人物用线的顿挫起
伏、眼神的刻画描绘等，整体风格努
力追求古朴的、有学者气质的中年汤
显祖形象。画像中没有把头戴浩然巾
的汤显祖服饰画得太新，而是表现得
朴实有加，表情呈现出若有所思的遐
想状态。色彩稿分别用纸本和绢本绘

制，最后采用的正稿是绢本，绢本材
质可以将人物表情画得更为细腻。

临川版汤显祖画像

中国瓷器最迷人的时代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见闻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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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遗址

老虎洞窑遗址

南宋官窑鸭形器南宋官窑鸭形器 宋雕瓷人像

元青花观音像，现收藏于杭
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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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众多的文物古迹中，有
一处著名的瓷器生产遗址，蜚声海
内外，这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
南宋官窑。800多年以前，南宋官窑
曾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
一笔，在杭州留下了陶瓷文化的历
史足迹。

矗立于昔日古窑址区的南宋官
窑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遗址为
基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它位
于西湖风景区的南部，隔玉皇山与
中国丝绸博物馆相邻，馆内建筑古
朴、陈列雅致，犹如一座陶瓷文化
殿堂，展示着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
博大精深。

官窑制瓷
南宋高科技的代表

绍兴十三年 （1145 年），当宋高
宗在皇城南、嘉会门外4公里处设立
郊坛，在临安这个新都第一次大规
模地祀天拜地郊祭时，他的心里一
定是感慨万千。

公元 1127 年，赵构，南宋第一
任皇帝，千辛万苦，逃到杭州，年
仅 21 岁。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可以
想象，他对当年北宋汴京那种奢华
优越的生活有多迷恋。在“暖风熏
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
作里，有歌舞升平，也有那么一点
点对旧朝的凄楚。

赵构一定是想把杭州建成像汴
梁一样的城市的。恢复神圣优雅的祭
祀制度，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绍兴十一年 （1143 年），南宋与
金议和，政局安定，恢复祭祀的礼
仪就摆到日程上来。问题出来了：
北宋被灭、靖康之难中，宫廷器物
被金人一股脑儿运到东北去了，其
中当然包括了名贵的礼器。大量生
产礼器的任务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北宋的礼器，
材质多是青铜和玉，但南宋之初，
财政跟不上，只能用瓷器和木器代
替——权宜之计，却促成了南宋官
窑的中兴。作为生产特供皇室用瓷
的南宋官窑，因为开创了生产祭祀
用瓷的历史，也在整个陶瓷发展史
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到南宋后期，官窑制瓷技艺已
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南宋王朝常常被人认为偏安一

隅，却忽略了它所拥有的高科技光
彩。

如今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的一
件簋式炉，究竟是礼器还是寻常的
宫廷用器皿，已不得而知。但在它
身上，却体现了南宋官窑青瓷的审
美尺度：那种如脂如玉的青色，正
好和眼睛对色光敏感的平均峰值一
致，以至于每个人见到它，都会痴
迷——那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
迷人境界。

随着南宋的灭亡，官窑艺术从
此消失于世界。它只存在了 150 多
年。如今，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全
数在内，成品总数不足三位数。

北 宋 官 窑 址 至 今 未 被 考 古 发
现。幸好，还有南宋官窑址。

根据史载，南宋官窑的窑址有
两座，一座是在宋皇室南渡后，依
照北宋制度，在修内司 （宫殿修缮
机构） 重建的“内窑”，一座是在城
南郊坛下设立的新窑。随着元末张
士诚重筑杭州城，凤凰山被截于城
外，南宋大内从此湮没在荒烟迷草
之间，窑址之说扑朔迷离。

19 世纪 20 年代，杭州城南乌龟
山 下 ， 出 土 了 很 多 官 窑 瓷 片 和 窑
具。1930年，“郊坛下别立新窑”这句
史载，得到了印证：窑址三面环山，东
北距皇城两公里，西面紧邻八卦田。
郊坛、八卦田都曾是皇家圣地。1956
年、1985 年，浙江省考古部门对窑址
进行了两度考古发掘，发掘出了练泥
池、素烧炉、成型工房、釉缸等作坊遗
址和长达40米的龙窑1座。当时出土
瓷片 3 万余片，历来描述官窑瓷器的
特点是“薄胎厚釉”，考古报告完全证
实了这一点。

南宋官窑博物馆，就在此遗址
上修建。

26年建设
杭州人追寻着官窑大梦

南宋官窑博物馆中部，地势最
高处，是郊坛下窑址。窑址三面环
山，东北距皇城两公里。

因年代久远，宋代官窑制度已经
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明清的官窑制
度，也许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某日，
内府大臣持着香炉1件，传旨督陶官，
照此款式烧造3件。于是督陶官直接
奔赴位于皇帝祭天的郊坛附近的官
窑，指挥烧造。

龙窑是我国南方常见的窑炉，
依山而建。窑火被点燃时，如同一条
俯冲的火龙一般壮观。在南宋官窑
博物馆内，可以看到1000平方米的作
坊遗址，蔚为壮观。40 米长的龙窑，
沿山势而上，是最后的烧制瓷器的地
方。800年后，这里用 3D动画演示古
代工匠们烧制瓷器的全过程。

26年前，南宋官窑博物馆依托遗
址建成。不过，当时只有遗址和用遗
址出土的碎片修复的一些器物，还有
通过政府协调从浙江省境内调拨的
一些器物。所做的展陈，无关情趣，
只讲专业度。

2007 年，二期工程完毕，1000 平
方米的展馆如何布展，还是未知数。
十多年藏品征集，东西有了，从最早
的陶和原始瓷，到民国的瓷器，从南
到北，时空跨度很大，但高级别的藏
品依旧有限。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如今的
“中国陶瓷文化陈列”。起首是一棵
“陶瓷树”，叙述瓷器的发展：不是
线性的，而是枝杈纵横交错，以便
人们了解南宋官窑历史。2014 年，
博物馆开始进行南宋官窑的信息库
建设。当年，为期两年多的“口述
南宋官窑历史”终于完成，9位资深
的专家学者，包括曾亲历过3次南宋
官窑郊坛下、老虎洞窑址发掘工作
的专家、学者，以口述的方式留下
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

现在，官窑也有微信公众号。
那些靠器物、靠文字记载，通过合
理想象的场景，古人宴饮、交游、
祭祀的背景故事，在博物馆内被印
在单页上，供人取用，如今亦在公
众号上推送。

对于博物馆来说，数字化的东
西终究还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不是
锦缎本身。实物，和那种沉浸其中
的真实，只能在博物馆中慢慢体会。

土火幻化
恢复南宋官窑精粹工艺

南宋官窑以当地的瓷土和含铁
量较高的紫金土做原料，按照宫廷
的审美偏好，经过精心的加工成型
和纯熟的烧制，生产出了滋润如玉
的官窑青釉瓷器。

官窑青瓷的特点是以造型和釉
色作为美化瓷器的艺术手段，器形
简练、端庄，瓷胎很薄、釉层丰厚、

色泽晶莹，瓷器表面开不规则的纹
片，质感如玉。由于它的质量很高，
特别是它的工艺的确非同一般，所采
用的多次上釉、多次烧成的工艺程
序，达到青瓷生产水平的顶峰，为玉
质感和开片装饰的形成提供了技术
保障，加上御窑的神秘性，留传下来
的传世品又很少，因此，历来被视为
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杭州人弘扬官窑文化的脚步从
未停滞。

1978 年，杭州瓷厂仿南宋官窑
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
功。1986 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
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

1987 年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
评比中，仿南宋官窑菊瓣碗、贯耳
瓶、果盘、葵口碗等19件 （套），新
研制的十二锦瓶现代造型，在全国
同 行 产 品 质 量 评 比 中 夺 魁 ， 荣 获
1987 年 轻 工 业 部 优 质 产 品 称 号 。
1988 年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
上荣获银牌奖。

2009年8月，在杭州南宋官窑研
究所，一只精美的薄胎厚釉仿南宋
官窑碗终于出炉，标志着仿南宋薄
胎厚釉官窑研发成功，使南宋官窑
最 精 粹 的 制 作 工 艺 得 到 真 正 的 恢
复，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博 物 馆 中 的 《南 宋 官 窑》 展
陈，是全馆陈列的中心，设在第二
展厅。它从历史风貌、制作工艺、
器物赏析三个角度，通过大量的出
土文物、标本，结合图版、文字、
景箱等辅助材料，系统介绍了南宋
官窑建立、发展的渊源，南宋官窑
瓷器的造型风格、胎釉特点、装饰
艺术及美学内涵，南宋官窑制作工
艺的全部过程及其独树一帜的高超
之处，生动再现了南宋官窑的盖世
光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时
期杭州的都市风貌和当时制瓷匠人
们的聪明才智。

馆内的宋官窑作坊遗址展示，
主要有练泥池、成型工房、陶车坑、挡
土墙、晾坯场、素烧炉、索烧坯堆、釉
缸、修坯上釉工房、成品堆放屋、排水
沟等12处遗迹，再现了南宋官窑的各
个重要生产环节，是一处不可多得的
真实历史现场。

龙窑遗址被保护在顺势而建的
龙窑保护廊内，两侧是阶梯状的参
观 道 ， 供 观 众 拾 阶 而 上 ， 凭 栏 观
赏。南宋官窑的龙窑依坡而卧，头
低尾高，像一条向下俯冲的火龙。
整条龙窑可分为窑头、窑室、窑尾
三段，长40.8米，平均宽2米，头尾
高差 7.2米，用砖坯砌筑的窑体轮廓
清晰，气势恢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