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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作为一种重要建筑材料，一直伴随着中华
文明的延绵发展。明朝建立之初，宫殿庙宇的兴建
促使官办砖窑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明永乐时营
建大报恩寺塔所用的甜白釉瓷砖便是代表性产品
之一，这比维多利亚时期被誉为“现代瓷砖工业之
父”的赫伯特·明顿于 1845 年研发的瓷砖还要早
400余年。

悠久历史与技术突破

我国建筑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仰韶文化
时期“红烧土”就被用作建筑材料，旨在防潮和加
固，以提高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商朝出现了三通陶
水管，开创了地下排水二维平面铺设系统。到了
秦汉时期，砖瓦的制作工艺炉火纯青，烧成技术
得到了极大发展。砖瓦的造型、尺寸多样，装饰
丰富，多模印动物纹、植物纹以及精美的文字，
素有“秦砖汉瓦”之美誉。此时，建筑陶瓷除了
实用性之外，开始具备审美功能和文化价值。北
魏以后，琉璃器开始广泛应用于宫廷和宗教庙宇
建筑中，成了皇权和神权的象征，撑起了中国古
代建筑绚丽多彩的屋顶天空。但明代以前，我国
建筑陶瓷材料仍然以陶质为主，即便是明清时期
闻名遐迩的故宫“金砖”，也依然是在繁复工艺下
烧成的坚硬致密的陶砖。

1412年，永乐皇帝为追念父母恩德，以“准宫阙
规制”在南京兴建大报恩寺塔，瓷质釉面砖出现并
应用于这一宏伟建筑之上。大报恩寺塔规模雄丽，
塔身主体以五彩琉璃砖瓦为饰，色彩明艳、造型独
有。所用塔砖是远在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甜白釉瓷
砖，其胎体致密、烧成温度高，砖的强度和韧性得以
大幅提升。莹润洁白的釉面不仅增加了美观度，而
且提高了瓷砖的防潮、防污、耐磨等实用性能。据公
开资料显示，这是世界上较早将高温瓷质釉面墙砖
运用到建筑领域的典型案例，是世界建筑陶瓷史上
一次伟大的创新。出版于 1875-1889年之间的《大
英百科全书》第九版提及“塔之外墙用最精白瓷砖
砌成”。民国时期《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附瓷砖黑白
照片并记载：“砖磁质，色纯白精莹。按塔之外墙，皆
用白磁砖甃成。此砖作卷折形，或用于门之沿角
处。”正如《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一文指出“南京白
色瓷砖发现的意义是将世界建筑瓷砖烧造的历史
向前推进数百年”。

考古发现与科技内涵

大报恩寺塔矗立在金陵古城四百余年，一直为
海内外访客礼赞和艳羡。1856年，随着宝塔被毁，甜

白釉塔砖深埋地下。考古工作的开展使沉寂百余年
的大报恩寺塔甜白釉瓷砖重见天日。从2007年初至
2015年，为配合“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南
京市考古研究所对大报恩寺遗址北区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考古发掘，在清代地层和水井中出土了大量
甜白釉瓷砖。另一方面，在景德镇御（器）窑厂考古工
作中也发现了明代甜白釉瓷砖的遗存。1983-1984
年珠山中路翻修马路，又在沟南清理发掘，出土 17
块一面施有甜白釉的折角瓷砖，根据相关文献推断
这些瓷砖为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以前南京修建
大报恩寺白塔所用之塔砖。此后御（器）窑厂遗址陆
续出土了上千块此类甜白釉瓷砖。通过对大报恩寺
遗址出土瓷砖与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瓷砖进行
考古类型学研究后得出“大报恩寺出土的白釉瓷砖
应产自明代景德镇”。

根据文献记载、景德镇御（器）窑厂遗址及大报
恩寺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大报恩寺甜白釉瓷砖
大体可分为“长方形、单面施釉”“L形、单面施釉”两
类，部分带有榫卯结构。出土瓷砖因在塔身的结构
位置差异而大小不一，但绝大部分瓷砖形制规整，L
形瓷砖折角处亦棱角分明，线条笔直。景德镇坊间
有俗语称“一方顶十圆”，因在干燥和烧成过程中存
在体积收缩、变形，极大地增加了方形瓷砖的烧制
难度，这反映出大报恩寺甜白釉瓷砖制作工艺水平
十分高超。

从瓷砖断面看，胎体洁白细腻，系采用上等瓷
土原料烧制而成，且瓷化程度较高。通过对景德
镇、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出土瓷砖样品进行抗折强
度测试可知，瓷砖平均抗折强度达 54MPa，远高
于国家瓷质釉面砖 25MPa的最新标准。经测试分
析，如此厚重的实心瓷砖其平均吸水率为 0.26%，
达到欧盟瓷质釉面砖最高等级标准 （UNIEN⁃
ISO10545-3 吸水率小于 0.4%）。瓷砖釉面莹润、
细腻、平整，通过超景深显微镜测量其釉层厚度
约 400微米，胎釉结合极好。通过研究得出永乐
瓷砖坯料属于一元配方，经可塑法成型，在
1280℃以下烧造，且瓷砖制造过程中的原料加工
水平较高，已经掌握了颗粒分级这一在制造厚大
产品中的关键技术。总的来看，无论从外观还是
科技检测分析，都可以判定大报恩寺塔砖已经达
到现代瓷质釉面砖标准，而且吸水率、抗折强度
等关键性指标都高于当今国际、国内瓷质釉面砖
标准。

独特价值与文化遗产

大报恩寺塔是明代初年至清代前期中国独具

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
之大窑器”之称，是当时中外人士游历金陵的必到之
处。清代康熙、乾隆二帝来江南时均曾登临此塔题匾
作诗，众多文人墨客也为此塔留下精彩的词曲歌赋、
散文笔记。晚明文人张岱在其《陶庵梦忆》中记述：

“海外蛮夷络绎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
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

然而，随着宝塔被毁，大报恩寺塔逐渐为国人
所淡忘。但大报恩寺塔在西方却一直作为中国的代
表性风物被加以介绍、描述和纪念。在17至19世纪
来华旅游、探险、经商和传教的欧洲人的图文记录
中，发现不少有关大报恩寺塔的图片以及推崇、赞
美之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7世纪荷兰人约翰·尼
霍夫所写的一本图文并茂的游记。这部游记描述了
1654年荷兰使节团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就浓墨重彩
地介绍了大报恩寺塔。约翰·尼霍夫当时所见的大
报恩寺塔，已经历了 200多年岁月洗礼以及朝代更
替，但它仍旧绚烂夺目。大报恩寺塔主体以砂
石、琉璃作为建筑装饰材料，但尼霍夫却将之译
为“瓷塔”，猜其主要原因是塔面使用的甜白釉瓷
砖让其感到无比震撼。回溯历史，17世纪欧洲大
地的“中国风”日益强劲，欧洲贵族对中国的硬
质瓷更是心向往之，却一直无法研制成功，不惜
风险与代价远赴重洋到中国进口瓷器。时至今
日，即使是富有工作经验的陶瓷工作者第一次见
到如此高质量的甜白釉瓷砖都很难相信这是中国
600年前的产品。难怪尼霍夫会以报恩寺塔中的这
一建筑材质作为此塔之命名。此后，《尼霍夫游
记》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其文字和插图也被
后人收入相关文献中，“南京瓷塔”之名也随即传
遍欧洲。夏维中在《南京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在
海外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尼霍夫游记中的相关描
述不断被此后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所证明，“瓷塔”
也曾出现在 1983 年安徒生童话故事 《天国花园》
中，美国诗人郎费罗也为“瓷塔”写下优美的诗
句：“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有着枝叶盘绕
的栏杆，和层层衬着瓷砖的塔檐……”。在《能不
忆江南》一书中也提到，一位名叫贝尔拉德的英
国军人记录下对塔砖的称赞：“由于它的完整和漂
亮，以及建筑材料的质地，它在中国所有其他同
类建筑物之上。最突出的是它用来砌面的砖
……”。大报恩寺塔因其巨构殊形、高耸云日被世
人顶礼膜拜，也因其通体琉璃、美轮美奂被骚人
墨客争相吟咏，更因其独一无二的瓷质建筑材料
——甜白釉瓷砖的运用让“瓷塔”之名享誉世
界。直到如今，大报恩寺塔在海外依然拥有非常
高的知名度和地位，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片。

大报恩寺塔甜白釉瓷砖向世人证明了瓷砖这
一技术并非舶来品，而是早在中国明代就已经出
现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瓷器和大报恩
寺塔都曾经在世界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新时代
保护文化遗产的背景下，明晰大报恩寺塔甜白釉
瓷砖的文化和科技内涵，确立这一重要文化遗产
在世界建筑陶瓷史上的历史地位，对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系江西省2023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
金项目“南京大报恩寺塔白釉瓷砖制作工艺及产地
研究”〈YC2023-B242〉阶段性成果）Bb型砖（标本号JY采：Z2）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 B型砖（标本号CJ：Z1）大报恩寺遗址出土

南京大报恩寺白釉瓷砖技术与文化遗产价值
邱晓新 郁永彬

2022年，中国文物报社联合成都博物馆共同
推出《策展研究》特刊，自推出以来，已连续出版
4期，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近日，以“中国故事·
展览表达”为主题的《策展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成
都举办。来自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
河北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北省
博物馆、湖南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
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及成都博物
馆、成都市美术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60余
位杂志编委代表、国内博物馆领域有关专家、青
年策展人及作者代表参加会议。

本次研讨会着重呈现多元视角下的创新性
策展研究与未来展望，深入挖掘我国博物馆现
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锋
展览形式，希望能够帮助博物馆从业者进一步
了解展览行业的现状和潮流趋势，开阔展览策
划的视野。

讲好中国故事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和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博物馆直
接服务群众的重要手段。好的展览不仅能够传播
中国声音，活跃人文交流，还可以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升文化自信。

陕西历史博物馆基于对“早期中国”文明化
进程，以及彩陶、玉器、青铜器在这一进程中重要
作用的认识，组织策划了“早期中国”系列展，以
彩陶、玉器和冶金三重视角，系统解读中华文明
起源的大致脉络和渐进化过程。陕西历史博物馆
副馆长庞雅妮表示，博物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
介，其所有业务活动的目的都致力于实现文化传
播功能的最大化。博物馆可以通过展览展示，再
辅之以讲解及各种教育活动、科普类书籍、公众
讲座、文化创意产品等方式及活动，以实现考古
研究成果直观、立体的大众化传播，打造出“不落
幕”的博物馆展览，激发公众“参观考古大展，了
解古国文明”的文化热潮。

国家大剧院原副院长杨玲提出，当前我国展

览展陈具有“总量增大”“时间序列完整”“主题多
样”“类型全面”“世界闻名”等特点，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故事”在博物馆展览策划中的表达应
进一步注重国家形象的展示，深入挖掘地域文
化，古今交互，紧握历史细节，激发城市活力，以
思想与学术为内核，更好助力博物馆事业高质
量发展。她还表示应加强研究统筹，探索建设中
华文明的博物馆展览展示体系，对全国的展品、
历史资源进行整合统筹，有计划成体系地创作
一批精品展览项目，形成“中国故事，展览表达”
品牌效应。

江苏省美术馆原副馆长陈同乐围绕“我们都
来自同一个地方”主题，着重探讨了中小博物馆
的策展情况及发展潜力。他提出，中小博物馆应
着重提升五个能力：不一般的策划能力、不寻常
的转化能力、与众不同的审美能力、不凡的呈现
能力、了不起的传播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博物馆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此外，他还指出，博物
馆是创造力孕育之地，观众可以不是看展的过
客，而是成为故事里的人，进一步强调了“以人为
本”办展理念的重要性。

创新展览表达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向
往和需求日益增长，已不只满足于“看展览”“赏
文物”，而开始追求更新鲜、更别致的展陈内容和
观展模式。以思维的碰撞促进思路的打开，将为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工作提供新的视角、注入新的
动力，激发出更多富有创意的展览理念。

站在开启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博物馆的角
色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物收藏和展示场所，转变
为深入探索和研究人类文明的重要机构。上海大
学现代城市展陈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黎在分
享中谈到，这种角色的转变要求博物馆人不仅要
关注博物馆的收藏品，更要关注如何通过这些藏
品来增进价值观的共同认知。建设研究型博物馆
成为当前重要的任务，他强调，应将研究型博物
馆建设置于“博物馆教育与研究的方向驱动”之

下，“从‘用文物说话’到‘让观众说话’的文化消
费时代背景”之上，并将其放置于“城市文化资源
创新表达的展陈体系突围”之中来思考策展定
位、表达方式、观展和传播模式的创新。

近年来，辽宁省博物馆打造了“又见大唐”
“又见红山”“唐宋八大家”“和合中国”等精品展
览，在以展览表达讲述中国故事的道路上总结出
许多创新成果。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刘宁详细介绍了这些展览的实践经验，这些展览
以文物为骨架，以文化解读、审美欣赏为传播方
法，结合多元展陈方式，创新叙事逻辑，打破时空
局限，实现从文物展陈到文化传播的提升。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围绕博物馆展览
叙事与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命题，阐述了从展览
内容到展陈空间的“破”、从展览实践到文化理论
的“立”。她以多个展陈实践为例，提炼总结展览
如何以转化文化观察视角的方式，实现展陈的创
新立意。她认为，展览策划的创意是“立”，而在分
析中找到文化表达最关键的那一面、或者说最具
有时代表达的点，就是“破”的前提。

拓宽策展视野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是在一定空间内，以学术
研究资料和文物标本为基础，以展示空间、设备
和技术为平台，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
式进行组合，实现面向大众进行知识、信息和文
化传播，具有高度综合性、专业性和前瞻性的工
作。进一步拓展策展视野，选择合适的阐释视角，
能够提供不同的看待历史文化遗存的方式。

展览的立意决定了展览的主题和方向，是策
展人对展览内容和形式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而切
入点则是展览的具体实施方式和手段，是连接观
众与展览内容的桥梁。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
舸在“从学术语言到展览语言的转译”中强调，博
物馆（美术馆）展览作为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
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既需要学术研究和学术材
料作为支撑，也需要将观点和材料转化为观众易
于接受的展览语言，让其看得懂、记得住。

作为“物”的生命长度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大
于“人”，物所承载的关于时空、人物的记忆即是
展览情境产生的重要基础。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
馆员徐佩佩将展览表达与博物馆发展历程重叠
映照，从“物与记忆”“展览情境的构建”“可持续
的生命力”等角度，提出展览应更好地创造情境
式的展示，利用跨界合作、多样化探索，以及技术
上的创新和突破等手段实现展览的无限延伸，帮
助观众获得更佳的观展体验。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晖以“展
览评论：从展览到展览史”为题，介绍了展览评论
的价值，强调展览评论不仅要从展览史中汲取素
材，也应当成为展览史书写的一部分。他认为，展
览并非是孤立的个体，而应当看作是各类关系在
某一时刻达成平衡状态的集合体。展览评论必须
在第一时间密切关注、追踪展览实践，并借助于
理论的武器和思考的前瞻性，先于展览实践提出
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
要“共建人文湾区”，广东省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心
主任白芳表示，“人文湾区”的定位为博物馆展览
策划锚定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她在分享过程中以
粤博为例，讲述该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联
盟平台，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方式，有效增
强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文旅事业深
度融合起到积极的作用。

丰富展现形式

观展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
的内涵和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展览以其独特的魅
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策展人
在进行展览策划时，既要重视展览的知识性，更
要重视展览的人文性和表达性，努力推出主题有
吸引力、内容有创新力、设计有冲击力、推广有影
响力的高品质精品展览。

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副主任刘秋佚对成
都博物馆“辉煌成都”系列临展中的“列备五都”

“映世菩提”“秦蜀之路”三大展览进行了策展分

析，认为馆藏文物活化不只是对外进行展示，还
要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文物成为区域文化的
讲述者。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0万件，时代跨
度大，种类范围广，与成都历史息息相关，是城市
发展中留下的岁月凭证，将这些藏品有效转化为
文化资源，实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也是文物活
化利用的重要手段。

博物馆，尤其是遗址博物馆，作为城市历史
的见证者，不仅记录、保存了城市文化，更参与了
城市文化的塑造，为其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黄玉洁围
绕“打造特色展示体系”“构建多元叙事模式”“探
索文化全新表达”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强调位处
城市之中的金沙遗址博物馆以打破时空边界、突
破展示场所为理念，借助更多元、更现代的形式
讲好考古故事、金沙故事。她希望展览成为链接
博物馆与人、与城市、与历史、与未来的平台，让
文物说话，与观众对话，真正与城市共融共生。

南京博物院展览部主任张乐分享了“玉润中
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无尽藏——
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爱琴海的荣耀：古希腊文
明特展”三个展览策划案例，从形式设计的角度
出发，通过对空间布局、展品陈设、色彩选择、材
质实践等多个方面的解读，阐述了展览策划的实
施方法和路径，分析了展览设计思路和理念。她
提出应以科学研究为主，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
之陈列展览，做出新颖、美观、舒适、安全且节约
的展览设计。

灯光作为展陈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也是营
造氛围、提升观展体验的关键。在灯光设计中，
既要以文物保护为首位，又要最大程度以人为
本、考虑观众的生理和心理舒适度，呈现出最
好的展陈效果。成都博物馆陈列设计部主任黄
彦怡以“博物馆展陈照明设计中对‘人’的关
照”为题，指出在展陈过程中，照明的作用不容
忽视，它不仅仅是为了照亮展品，更是展示艺
术、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必须更加注重“文物
光健康”和“观众光健康”的构建，这种个性化、
精准化的照明方案同时也将增强展览的观赏性
和教育意义。

新时代下的博物馆展览需要顺应时代潮
流，主动求变，拓宽视野和渠道，还需要具有扎
实的专业研究能力和多维度的知识结构作为展
览的学术支撑。本次研讨会希望在实践基础上，
从理论研讨的角度，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角度
和可供挖掘的潜力，为博物馆的展陈策划提供
更多滋养。

刚刚开馆不满一年的浙江省博物
馆 （之江新馆） 里有一件充满江南元
素的宝贝——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
滴。文物制作精良，全器作舟形，有
仓棚和艄棚，船舷两侧置有栏杆，仓
内塑有人物，为男女二人席地而坐呈
交谈状。仓棚沿搁油以木浆，棚顶落
有一笠帽，一着蓑衣艄公作取笠帽
状。器身内外施釉，色青绿亮泽，底
无釉露火石红胎，舟首处留有一小
孔，注水之用。

如此细致的工艺和造型，使它在
浙江省博物馆众多藏品中脱颖而出，
成为“十大镇馆之宝”其一，也被文
创设计团队选中，打造出浙江省博物
馆文物拟人化产品——首款文物属性
的棉花娃娃。团队将“文物、江南、
青瓷”等关键词与流行品类相结合。
与以往博物馆文创店铺销售文创不
同，这个产品采取了线上众筹首发的
模式，登陆线上销售平台开启全网销
售模式，希望能够以这种形式，让更
多的人了解文物知识，让传统文化焕
发新的光彩。

棉花娃娃整体以青绿为主色调，突
出龙泉青瓷文物本身“以青为尚，层翠
欲染”的特点，并辅以铜乌色，更显古
朴典雅。胸前刺绣的设计灵感则来源于
文物外形。舟形砚滴以其精巧的造型再
现了江南雨天舟行湖上的场景，设计师
将文物原形提炼为一叶小舟，并在其中
做了镂空，意在保留文物原有的注水口
设计，右下三点水波荡漾，江南烟雨。

青出江南，古韵悠悠
700多年前的一抹青绿
化作一叶扁舟
闯入江南秘色的烟雨中
而今又化身棉花娃娃
让文物焕发新的光彩
产品项目负责人介绍，之江新馆

开馆近一年来，浙博文创也在不断努
力，多款产品出圈，得到广大观众的喜
欢。这次棉花娃娃项目也是选取了贴近
当下年轻人审美的品类，结合文物元
素，通过众筹、众创的形式让更多人
了解浙江省博物馆文物特点和文创开
发情况。

浙江省博物馆（之江新馆）文创店
里，前来参观的市民小刘掏出手机扫码
参与了众筹项目。他表示非常喜欢这个
文创产品，众筹文物棉花娃娃的形式让
她感到非常新奇，希望第一时间就可以
获得新款产品。

促 交 流 凝 智 慧 共 发 展
——《策展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雪晓楠 耿坤

拼创意 更拼颜值
浙江省博物馆推出首款文物拟人化文创产品

舟形砚滴棉花娃娃

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

武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