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龙泉窑青釉荷叶形盖罐

青荷化瓷

□ 钟华林 吴天昊

精美绝伦的瓷器可遇不

可求，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的

荷叶盖罐更是个中翘楚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

邮箱 jjrbzmzk@163.com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

邮箱 jjrbzmzk@163.com

拿什么来保护上下五千年
□ 姜天骄

1991 年，四川遂宁城郊金鱼村的一片
农田里一次性出土了文物千余件，其中瓷
器共 985 件。窖藏规模之大和出土器物品
质之高立刻引起重视，经耿宝昌先生领衔
的国家文物局一级文物鉴定组考证，确定
为南宋时期窖藏。龙泉窑青釉荷叶形盖罐
也在此次出土文物之列。

青釉荷叶形盖罐因罐上盖沿弯曲呈荷
叶状而得名，高 31.3 厘米，宽 23.8 厘米，最
大腹围接近一米。由于瓷器烧造工艺的局
限，瓷器往往形制较小，如此之大的器形在
同时期、同类别瓷器中独一无二。罐体造
型质朴、胎质细腻、釉色温润如玉，体现了
宋代青瓷烧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和当时人们
的审美情趣。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宋瓷主题
的博物馆，四川宋瓷博物馆中不乏龙耳簋
式炉、青白釉梅瓶等稀世珍宝，但青釉荷叶
形盖罐仍堪称镇馆之宝、“国之瑰宝”，被称
为中国瓷器三大国宝之一。

古代烧制瓷器依靠工匠的个人经验把
控温度，为了提高产量，一座“长窑”可以一
次性烧出两万到三万件瓷器。但窑内各处
温度、烟层浓度，每件瓷器胎釉厚度都不相
同，精美绝伦的瓷器往往可遇不可求。宋
代龙泉窑青瓷是中国古代青瓷工艺的历史
高峰，而青釉荷叶形盖罐又是龙泉窑青瓷
中的佼佼者，其文化、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但凡古玩珍宝都少不得争论和猜测，
而围绕着青釉荷叶形盖罐最主要的争议就
是其所属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坊间有人
猜测这批瓷器是宋徽宗命人烧造用以祭祀
观音菩萨从而埋入地下的，这样的猜测主
要是因为宋徽宗早年间被封为遂宁郡王。
宋瓷博物馆馆长何瀛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认为这样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首先，信
奉道教的宋徽宗虽然受封遂宁郡王，但受
封时年仅三岁，这一封号究竟是地名还是
寓意吉祥的词语不得而知。其次，宋朝分
封更多采取受封者享用地方赋税而非分割
地方治理权的方式，史料中也没有宋徽宗
出巡遂宁的记录。最重要的是，宋徽宗为
北宋最后一位皇帝，想要烧造一批南宋瓷
器实在“力有不逮”。

事实上，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件青铜钟，
上面镌刻有铭文“凰翔楼钱鑫”。“钱鑫”有
钱庄之意，“凰翔楼”应该是店号，人们据此
推测这位凰翔楼钱庄的主人可能就是这批
窖藏瓷器的所有者，可能是为了躲避宋末
元初的连天战火而将这些器具埋入地下以
待来日。却不想这一等就是将近七百余年
的沧桑变幻。

记者了解到，荷叶形盖罐出土时腹中
还装有恰好九十九件小型碟具，罐里远没
有装满，那么这样一个数字是不是埋藏者
刻意为之呢？“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
特殊的地位，在易经玄学中为至阳之数，在
民间风俗中寓意长久。九十九只碟子放入
一个大罐子里，也表达了“九九归一”的易
理和人民期盼安定和谐的朴素愿望。

瓷器不仅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占有
重要位置，更蕴含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和
国民性格。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工
艺技术下，中国人对端正平和的向往与追
求投射在瓷器的设计制造当中，不尚修饰
并且质朴细腻，平和似水而又温润如玉。
毫不张扬却又不加矫饰的特性体现了先民
们的文化自信和饱满的生活热情，瓷器无
疑是传统中华文化信仰的最佳喻体之一。

南宋龙泉窑青釉荷叶形盖罐目前已经
应邀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每每引起当地历
史文化爱好者的惊叹。近来出于文物保护
考虑，仅在四川宋瓷博物馆内免费对外展
览，昔日巨富人家的私藏珍玩如今成为“国
之宝器”，陈列在博物馆中供人民参观欣
赏，这也与青釉荷叶形盖罐的命运相应：瓷
器脱胎于泥土，又藏身于泥土；国宝由人民
的劳动与智慧创造，最终也必然回归于人
民之中。

文化遗产塑造当代生活
□ 吕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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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

的一个重要概念。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17 届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作了清晰的界

定：文化遗产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的文物（纪念物）、建筑群和具有历史、审

美、人种学或人类学价值的遗址。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通过这一公约的同时，还建

议各国政府建立自己的遗产保护体系，保

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遗产保护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的一

部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

2014 年已有 191 个缔约国，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遗产地的数量达到了 1007 处。世

界各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方面都表

现出极高的热情。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进入 21 世纪

以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 2011 年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不包括

港澳台地区）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超过了

76 万处。除此之外，2011 年中国全国人大

通过并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

连续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

到 2014 年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

量达到了 1517项。

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体现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把文化遗产当做一个文明和文化间对话

的平台，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鼓励文化

间的相互尊重，减轻或消除文化或文明间

的对立和冲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发

展。这一目的通过世界遗产的平台正在得

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在国家的层面

上，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立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也是基于对曾经深刻影响东西方几大文明

之间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文化线路类型

的遗产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而提出

的，这一概念不仅将极大地促进丝绸之路

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外交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文化遗产影响着当代人们生活环境的

塑造。北京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的国际都

市。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强力地

影响着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的变

化，2012 年北京中轴线进入世界遗产预备

清单，2014 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以这两处大

（巨）型遗产为核心，将形成一个体现城市

历史、国家尊严、多样的城市文化，贯穿城

市南北的中心区域与沟通城市东西，从通

州到昌平白浮泉的城市水系构成的城市景

观体系，极大地改善北京城市环境和面貌。

文化遗产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文

化空间，当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物质遗产的合理利用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分布在城镇、乡村中的历史建筑将成为

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点。当这些节点

连接在一起时，它们将构成一个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巨大网络，有力地促进当代文

化建设。同样由于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

这些遗产（历史建筑）还可以成为社区活动

的中心，成为社区建设的积极因素。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

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对于中

国而言也是一个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过

程，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培养公民对于

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

鼓励和支持社会的广泛参与同样也是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的重要步骤。

文化遗产也为当代旅游业和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针对文化遗产的旅

游活动本身具有突出的教育功能，这种教

育功能体现在历史、文化、甚至文明的生活

方式等各个方面。从经济的角度，文化遗

产的保护、展示、阐释，相关的服务提供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世界上的遗产大国往往也是旅

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国，意大利和西

班牙都是如此。

文化遗产作为人们生活环境的组成部

分，影响、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文化遗产作

为历史的见证、文化多样性的见证影响着

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影响着当代文

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

具有巨大的活力，文化遗产所体现的优秀

传统文化滋润着我们的社会，建立起人们

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
教，出入百家言。”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文物
大国。我们就生活在前人铸就的文明之
上，保护历史文物，不光是为了延续过去的
辉煌，更承载了今天的责任和对未来的
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我国的历史文
物保护，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要
求要“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最近在考
察北京地区工作时，他再次强调：“历史文
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
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总书记对文
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引发了公众
新的关注热潮。

前世今生之间

故宫通常是境内外游客来京游览的第
一站。在人们欣赏这座中国最著名的皇家
建筑的同时，有多少人知道故宫的不能承
载之重？在“十一”黄金周等个别时段，观
众数量会突然爆棚，曾经达到了 18 万的客
流峰值。

为了保护古建筑群，近年来，故宫博物
院调整了修缮工作的理念，以“岁修保养”
为主，改变了过去“一年一座大殿”的大修
模式，贯彻“尽量少干预”的原则，侧重防患
于未然。进一步加强古建筑修缮技艺的传
承工作，力求以最原汁原味的传统技艺对
古建筑实施保护。通过宏观、微观手段的
结合，实现更加科学的修缮。

据负责人介绍，故宫博物院在环境整
治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去年 10 月 10 日，
我们对所有影响故宫文物保护和景观的商
业设施进行了一次较彻底的清理，拆除了
神武门外的商业设施、御花园的食品销售
点以及隆宗门和景运门的故宫商店。让观
众进入这个区域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历史氛
围，而不是商业氛围。”故宫相关负责人说。

正在提升文物保护技术的远不止故宫
一家，小到拇指大的文物，大到古建筑、古
迹，都需要当代人的精心呵护。文物不可
再生，抢救濒危文物刻不容缓，损毁重要文
物不容姑息，鉴定文物更不能单从经济价
值来衡量，文物保护考验着当代人的智慧。

据了解，福建、河北、山东、山西等省都
建立了各有重点的文保方案，并取得一定
成效。在顶层设计层面，今年，国家文物局
还将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放到文物保护
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优先安排文物保护
工程项目，加强文物保护规划和方案的审
批，提供更多经费和技术支持，特别是对存
在安全风险的文物建筑维修、消防项目给
予重点倾斜。

“我们还在统筹推进抢救性保护与预

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
文物保护与文物安全。抢救性保护要及时
到位，预防性保护要持之以恒，尽可能减少
落地大修和迁建重建，做到最小干预⋯⋯”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给了公众更多对历
史文物保护的信心。

传递创造者的激情

人们比喻夫妻情笃和好，常会用到“琴
瑟和鸣”一词。作为中国古典音乐中最著
名的乐器，现存的古琴在哪里？记者查阅
资料后，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九霄环
佩琴、大圣遗音琴、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混
沌材琴、湖南省博物馆藏鹤鸣秋月琴⋯⋯
一些国家级博物馆和部分省级博物馆都有
古琴的踪迹，可惜今时今日，能听到古琴演
奏的寥寥数人，而听到古瑟之声的就更少
了。记者曾有幸在天坛公园轻触过一次古
瑟，当时就被古瑟所发出的清泉连珠之声
倾倒，至今难忘。

古琴都躺在博物馆里，古瑟更是仙音
难觅。文物本就无声无息，但它们身藏着
丰富的信息，反映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
面面。有博物馆专家曾说：“要传达藏品被
创造出来的那个时代以及创造者们的激
情。”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点燃观者心中的

“激情”。不仅将文物视为藏品，让文物活
起来，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才能
发挥博物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核心阵地的
作用。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近年来，众多博物
馆免费开放，对观众无差别对待，让更多人
能走进博物馆一睹文物的风采。“免费”还
不足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博物馆
的管理者还得学会利用藏品，让历史与人
们对话，让文物不光有前生，还有今世。

传递创造者的激情，首先要了解文物
背后的故事。为了摸清家底，2014 年开
始，国家文物局实行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来，我
国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普查，是在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项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通
过普查，我们能够帮助更多人树立起文物
保护与管理的基本观念，强化文物保护意
识。一些文物收藏量比较大的单位还将普
查工作与建立、完善行业博物馆、展览馆相
结合。”

更重要的是，通过普查，将有可能实现
国有可移动文物全面向社会开放，真正实
现其社会服务功能。“我们希望通过普查，
建立国有可移动文物业务管理与社会服务
的公共平台。提高文物收藏单位的管理水
平，促进文物资源的整合利用，丰富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让文物在文化产业、动漫产
业、工业设计等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时
也促进文物工作的技术革新以及知识产权
法律法规的完善。”宋新潮表示。

保护历史文物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山东曲阜通过鲁国故城、南旺枢纽等重大
项目建设，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增强了曲
阜的空间观感、体验价值，深入挖掘整理儒
家文化和齐鲁文化的精髓，形成“斯文在
兹”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体系，推动儒家思
想的研究和对外传播。

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薪火相传。为
了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爱护文物的意识，国
家文物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中小学
生利用博物馆开展社会实践的指导意见》，
搭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平台；有 15 个
省份 150 余家博物馆开展了完善博物馆青
少年教育功能试点。此外，国家文物局还
制定了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提高馆藏文
物利用率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省级博物
馆与市县级博物馆相互借展、联展、巡展，
提高馆藏文物展出率，逐步形成文物资源
共享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