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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瓯一片
沉睡海底的“清三代”外销瓷

珍贵中国古瓷

海底沉睡200年

1998年初，越南当地渔民在越
南金瓯角外海捕鱼时意外发现了一
些瓷器碎片，继而发现部分保存完
好的瓷器。消息不胫而走，越南政府
对沉船组织了全面打捞并追回渔民
所得器物。至此，这艘船在南海海底
沉睡了200多年。据考证，这是一艘中
国商船，可能在开往巴达维亚(现称
雅加达)的途中因甲板起火而沉没，
上面装有13万件中国雍正年间的出
口瓷器和青铜器、灯具及钱币等。

资料显示，该船沉没于金瓯角
外海90海里处。船长23 . 3米，宽8米，
船上装有13万件出口瓷器和一些杂
物。打捞出水的瓷器总计33978件，
以青花瓷为主，还有酱色釉青花瓷、
釉下三彩瓷、酱色釉加彩瓷、五彩瓷
等，也有一部分雕塑件。其中发现28
件瓷器带有“雍正年制”底款，6件带有

“大清雍正年制”底款，还有部分带有
“若深珍藏”或“裴溪若深珍藏”款、双
鱼款等。专家们将这条沉船以及船上
所运载的瓷器定为雍正时期，推算这
艘船沉于1725年至1732年间。

据中国“南澳一号”水下考古队
领队崔勇介绍，越南从1990年开始
水下考古，先后打捞多艘古代沉船。
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
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
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
除了金瓯沉船，还有头顿沉船，越南
头顿省曾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
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近年，越南还
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
一批。此外，在平顺沿海和富国县安
泰都曾打捞出大量的中国瓷器。

尽管曾遭火烧，又在海底沉睡
了几百年，但很多浮出水面的瓷器
保存状况仍然出奇地好，船上还发
现了一些青铜器、灯具及钱币等，估
计是船员的生活必需品。

据介绍，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
研究比对，考古专家判断产地在中
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胎体多
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
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
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
的盛用器、饮用器。

17世纪输欧瓷器

每年超300万件

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瓷器就大量
外销，在波斯、中东、东南亚和欧洲
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的瓷器。“南澳
一号”水下考古队领队崔勇说，金瓯

沉船的位置就在历史上著名的海上
丝绸之路航线上，而且是以广州为
始发港的贸易船，清初，东南沿海因
抗清势力的存在，清朝政府实行海
禁，但未能杜绝民间海外贸易。康熙
二十二年，清朝政府肃清沿海抗清
内患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
放海禁。崔勇说，当时的海禁实际上
只是禁止了自己“片帆不得入海”，
而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
船一直都与民间来往做生意，而且
其规模之大无法抗衡。可以说，开海
禁是不得不开，是被动的开禁。

中国瓷器通过海运再次大规模
输往海外。这些外销瓷，主产地在江
西景德镇，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也因
地利之便大量烧造。清代外销瓷，大
部分是根据国外经销商的订货合同
烧制的，其纹饰、器型也主要依外国

人要求而制。其中，最著名的国外代
理商，就是长驻广州的荷兰东印度
公司和瑞典东印度公司。

据欧洲贸易公司的记录，17世
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
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
万件。在明末清初的低谷之后，清初
又迎来一个输出高峰。据佛尔克先
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
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
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

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只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如果再加上其
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
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乾隆以后，清朝统治日渐衰微，
咸丰帝因外国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
运动的兴起，外销瓷基本停止。同

治、光绪时期因朝政腐败，海外贸易
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清三代”是
我国古代瓷器海外贸易的最后记
忆。“金瓯沉船不但见证了当时海上
丝路的繁盛，也见证了它逐渐衰落
的过程。”崔勇说。

“清三代”瓷器

中国瓷器的高峰

从瓷器的物质文化层面上讲，瓷
器自古就是中国人主要的饮食器具，
然而在西方，瓷器的生产一直是个谜。

迟至1709年前后，欧洲才刚刚
烧成硬质瓷，当时中国瓷器已有
1500年以上的烧造历史，是世界上
生产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品质最
优秀的瓷器。这个时期的清代青花
瓷在元、明青花瓷的基础上，不但在
材料、工艺、烧造技术上取得全面进
步，装饰题材也大大扩展，且画工技
艺高超、线条精细、分水色阶丰富、
发色艳丽、画面生动传神。正如英国
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哈里·加纳在《东
方的青花瓷》一书中所说，“它们被
人们认为是青花瓷成就上的顶峰。”

民国陶瓷大家许之衡，在其著
作《饮流斋说瓷》中，有精妙语言描
述“清三代”瓷器：“至于康熙，殆如
李杜，无美不臻，而波澜老成，纯乎
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矣。若雍正，颇
似王龙标、岑嘉州，高华而清贵者
也。若乾隆，则似元、白、温、李，极妃
青俪白之能事，所谓千人皆爱，雅俗
共赏者矣。”由此，“无美不臻”、“高
华清贵”、“妃青俪白”等雅句，广为
传颂，已是青花瓷鉴赏的专业术语。

清代五彩瓷也在明代五彩的基
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创了从画到
填，全部在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完成的
新工艺，代表着景德镇陶瓷五彩的最
高水平和最高成就。而清代陶瓷划时
代的新成就则是发明了粉彩瓷。粉彩
是受西洋珐琅彩及其制作工艺的影
响，改进传统的釉上彩料和画风而形
成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清代粉彩
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在翎毛、
花卉、人物、山水纹饰上出现了光线
明暗变化和阴阳向背的立体感，表现
对象无不栩栩如生。

清代瓷器为适应欧美市场的需
要又诞生了广彩。康熙年间解除海
禁后，来华外国商船逐渐增多，当时
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
码头，于是大批外商纷纷在广州订
货或来样加工，为了适应外销市场
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
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
瓷在这里与当地的铜胎画珐琅艺术
相结合，融汇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
现了广彩这一新的装饰形式。广彩的
特点是构图丰满、绚彩华丽、金碧辉
煌。广彩既有我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
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可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三百多年
来，一直是我国外销陶瓷的主要品种
之一。 本报记者 张向阳

家藏端砚

乐淘淘

本报讯 文化部中乡
办传统文化保护部任命我
省策展人、书画家曾庆贤
为中国国画院院长。曾庆
贤1969年生于山东曹县，
书画师从于陈玉圃、刘大
为先生，兼任北京曾子书
院院长。 (本记)

曾庆贤出任

中国国画院院长

步入新世纪以来，文
房四宝——— 笔、墨、纸、砚
等的收藏热度与日俱增。
文房用品的收藏不同于
一般的古玩，这些物品不
仅有着艺术内涵，又兼具
实用价值。并且深深根植
于民族文化。近年来出现
的收藏热和民族文化不
断推动，在大环境上带动
了文房四宝的升温。这类
收藏者往往具备较强的
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修
养——— 深厚的国学根底
才能保证其对藏品的梳
理和鉴赏。文房用品收藏
名家陈国平先生，即是其
中的佼佼者。

众多珍品中，陈国平
的 端 砚 藏 品 弥 足 珍
贵——— 对于端砚的收藏
和投资而言，砚材、砚坑
仍是挑选时的首要考虑
因素。不同坑洞出产的砚
材有不同的石质与石品。
端砚的名坑有老坑 ( 水
坑 )、坑仔岩、麻子坑、宋
坑、梅花坑等。由于资源
型保护，名坑基本被填
埋，所以市面上雕刻成型
的名坑端砚和旧端砚就
特别珍贵了，动辄数万直
至数百万元一方。多年积
藏下来，陈国平的绿端

《茶道》，麻子坑《踏雪寻
梅》、《观星望月》，坑仔

《 大 江 东 去 》、《 紫 气 东
来》、《月府清游》、《归
砚》，老坑《一樽还酹江
月》、《借东风》、《飞流直
下》等端砚，无论材质还
是雕工，都是妙然天成的
上品。往往白日的忙碌喧
嚣过去之后，陈国平便流
连于他的众多端砚藏品
中，那分满足和喜悦，难
以言表…… (老铁)

不久前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金瓯沉船中国瓷器展，共展出450件金瓯沉船中国瓷器，均由

匈牙利收藏家泽尔尼克·伊什特万收藏。泽尔尼克收藏有大约700件来自金瓯沉船的瓷器，这些中国

瓷器诉说着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变幻，也真实而完整地保留了这段文化记忆。

金瓯沉船上打捞出来的瓷器。（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古代沉船，“南澳一号”水下考古队领队崔勇告诉本
报记者，面对汹涌浩瀚的大海，海上文物考古和文物执法，比
陆地上更为困难。按照相关国际法规，虽然金瓯沉船装载的是
中国瓷器，但是沉船位置在越南实际控制海域，一般来说，中

国具有辨认权不具有所有权。
另据了解，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规定，距今百年以上的沉船都属
文物，而国际打捞法只适用于普通沉
船的打捞。2009年生效的《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公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
一个针对水下文物的国际性协议。该

公约规定的两项重要原则：禁止商业开发和就地保护原则，
是国际社会治理沉船打捞市场的依据。但公约也存在一些
遗漏，一是它回避了沉船及船上宝物的归属问题，二是它对
一些非缔约的打捞大国仍缺乏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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