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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出土情况不明的采集
品，出身寒微、身世朦胧，但是一经面
世就大受推崇。”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
员蔡乃武这样介绍“镇馆之宝”南宋龙
泉窑船形砚滴。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在历史上，浙江龙泉生产的龙泉青瓷
曾经独领全球风骚数百年。浙江省博
物馆珍藏着不少龙泉青瓷，而巅峰之
作，就是这件60多年前一位农家姑娘
采药时挖出的南宋龙泉窑船形砚滴。

在龙泉市林业局森工企业老年协
会的办公室里，84岁的何根树给记者
展示了一张合影。这是他与妻子何招
弟在浙江省博物馆拍摄的，两人中间
的橱窗里展示的就是他妻子16岁时挖
到的那只船形砚滴。

话说1956年下半年，何根树头一回
到未婚妻家，何招弟悄悄带他到卧房，
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个绸布包着的小玩
意。“她说在田坎里挖黄花草，看到有个
东西埋在土里，就用菜刀把它起了出
来，原来是一只‘瓷船’。我岳母觉得是
件‘古货’，就把它藏起来压箱底了。”

过了不久，何招弟跟着母亲回访
男家，正巧碰到邻居嫁女儿。何招弟
看到新娘子陪嫁的各种瓷器，忍不住

和旁人透露了自己挖到“青瓷小船”的
消息。之后，在当地干部的动员下，她
把这件砚滴交给了国家，当时的龙泉
县政府发放了一笔68元的补偿款。

1966年，浙江省轻工业厅、浙江省
文管委和故宫博物院博采众长，由文
物出版社出版了《龙泉青瓷》彩版图
录，这本新中国首部龙泉青瓷的专业
目录共收录85件龙泉青瓷，而登上封
面的就是这件砚滴。

蔡乃武说，1993年，浙江省博物馆
首次赴香港举办浙江古代青瓷专题
展，在90件展品中，它的保险费用最
高。1999年，浙博建馆70周年选择它
为原型制作纪念品。2009年，浙博建
馆80周年，它又入选十大镇馆之宝。

一件通长16.7厘米、宽6.5厘米、高
9.3厘米，可以托于掌上的小小砚滴，何
以“力压群雄”？蔡乃武认为，这是因
为它的烧制技艺代表了南宋时期龙泉
青瓷的最高水平，艺术风格则扎根于
宋代文化艺术的沃土，“称得上是瓷艺
之巅峰，人文之渊薮。”

蔡乃武告诉记者，南宋建都杭州
后，以北宋汝窑、官窑为代表的北方青
瓷技艺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当地青瓷技
艺实现了融会贯通，推动了龙泉青瓷

技艺在南宋中后期进入鼎盛期。这件
砚滴胎釉精致美观，造型恰到好处：两
侧有雕栏，中间是亭式船舱，尾部是小
卷棚，船锚、橹桨等细部的处理也非常
精致；船舱里两人并坐，而船夫已经弃
桨泊船，正在探身欲取下舱顶的斗笠，
他的衣裾则飘向船尾。

“宋代推崇文治，各项文化艺术门
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龙泉青瓷
技艺就植根于这片艺术沃土。”蔡乃武
说，瓷器发明不久，就与文房用品结下
了不解之缘，砚滴则是在宋代出现的。
当时的砚滴既有实用性，又具艺术性，
题材多为清雅典故，寓意
美好吉祥，往往是文人墨
客“私家定制”的文房清
玩。“目前出土的南

宋乃至元代的青瓷砚滴，没有一件是样
式雷同的，品性独具，清雅可人。”

2005年，当得知宝贝在浙江省博
物馆，当时已经在林业部门退休的何
家老夫妻找原单位和龙泉市博物馆开
具了一份证明，兴冲冲地来到了杭
州。但是时机不巧，这件砚滴外出展
览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
我，明年五一的时候再来，一定可以看
到。”何根树说。

2006年五一期间，老两口如约来
到杭州，终于见到了这件与他们有缘
分的国宝……

农家女采药挖出“镇馆之宝”：南宋龙泉窑船形砚滴
新华社记者 冯源

御窑之宝——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 范连成

梅影留存 贵族陪葬品

1957年3月，在江宁县东
善桥响龙山附近，被当地村
民叫作“娘娘坟”的土包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明代
墓葬，出土了47件文物，
这件釉里红岁寒三友纹
梅瓶即是其中的一件。

根据墓志，考古人员
确认墓主人为明成祖朱棣
的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

主。宋琥是明朝开国大将
宋晟的儿子。洪熙元年（1425

年），宋琥被礼部尚书以不恭之
罪弹劾，从而失去了爵位和俸

禄。据墓志记载，宣德五年（1430
年），宋琥卒，正统八年（1443年），安成
公主卒，夫妻二人一起合葬在南京江
宁的响龙山。

研究人员认为，宋琥被削去爵位后，
按照规制，他是不能使用特别高规格的
陪葬品的，在宋琥墓中，共出土了47件
随葬品，除了这件梅瓶，大都是平常器
物、有的是很小的名器。所以说这件梅
瓶很可能是宋琥生前用过的东西，是他
生前喜爱之物，应该是由皇帝赏赐给宋
氏家族的，死后便与他一起下葬了。

这件岁寒三友纹梅瓶是现存的唯
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
里红梅瓶，梅瓶身高41.7厘米，器型完
整无缺，瓶口窄小，颈短肩宽，瓶身渐
收，瓶子的底部微微外撇，造型整体看
上去优美而匀称。明初洪武官窑对瓷
器质量的要求变高，烧制时胎体瓷化

程度较高，坚质细白，已经逐渐摆脱元
代“至正型”瓷器的厚重粗笨的风格，
展现了明瓷的新风貌。

始于元代 釉里红瓷器

岁寒三友纹梅瓶用釉里红工艺烧
造，这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的一个瓷器
品种，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
全相同。它是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
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
成，但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
较严格，需要在1300摄氏度左右的窑
火中进行，因氧化铜在高温之下变成
红色，故称釉里红。

当时釉里红瓷器数量极少，火候
稍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
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褪色，纹饰
不连贯。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
只有凭把桩师傅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
比，无法大规模生产。

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器却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
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
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
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
如此，因为洪武皇帝喜欢红色，所以此
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
这种瓷器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
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
气势夺人。

正是因为釉里红瓷器的独特性，
成就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
位，而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更是有
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岁寒三友 高洁的品格

岁寒三友纹梅瓶腹部描绘的图案
是松、竹、梅，这三种植物的组合通常
被称为岁寒三友，这个说法流行于宋
代，林景熙《王云梅舍记》中描述道：

“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
修篁为岁寒友。”

松、竹、梅这三种在冬天依然具
有强劲的生命力的植物，坚毅不拨的
青松，挺拔多姿的翠竹，傲雪报春的
冬梅，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它
们在岁寒中同生，被人们称誉，以此
比喻忠贞的友谊。松树早在唐代吴
道子时就常被画在壁障上，后世多在
山水画中运用，也有单独画松成幅
的。竹是文同笔下的“常客”。梅的
画法在杨无咎时创出后，后世画梅能
手也层出不穷。到赵孟坚时才把松、
竹、梅放在一起，创“岁寒三友”之
格。受其风气影响，自以后常作为瓷
器的装饰题材。

岁寒三友纹梅瓶上描绘的竹子挺
拔清秀，松树则苍劲有力，梅花迎风绽
放，有趣的是，这件梅瓶上除了岁寒三
友之外，还别具匠心地增添了一株芭
蕉，多层次的布局，使梅瓶上的图案产
生了立体延展的效果。研究人员认
为，这也许是追求画面美观对称的缘
故，明代洪武朝的岁寒三友纹饰都添
绘一株芭蕉，这种情况还一直沿袭到
明、清两代。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独特的艺
术造诣，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中，演
绎了一轮又一轮岁月的痕迹。

在南京博物院所藏的42万
件文物中，瓷器藏品占了一半，多
达20多万件。而在瓷器中盛行
于元明两朝的梅瓶，向来备受人
们瞩目，其中明洪武釉里红岁寒
三友纹梅瓶便是镇馆之宝之一，
于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
国宝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