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实，长沙窑不见任何记载，人们要找点

唐朝瓷器的资料，还得从陆羽的《茶经》里去

找。陆羽生于公元760年，是个弃儿，其貌不

扬，甚至有点口吃，谁也没想到竟成了茶仙，

现在他的《茶经》成了茶文化和陶瓷研究者的

必读书目。在这本《茶经》里，他提到了湖南的

岳州窑：“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

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

茶。”他对岳州窑的评价很高，但为什么一句

都没提到同在湘江边的长沙窑呢？

湖南研究陶瓷的专家周世荣有他的说

法。1964年的冬天， 铜官要修石渚新河和堤

垸，把好多窑址上的土都挖去加高河堤，周世

荣带上老技工任全生做抢救性挖掘。看到了4

米多深还没挖到底的窑址断面，全是瓷片。他

们在李家园子的古窑堆做试掘，挖到了2米多

长的红烧土窑断面。碗、碟、残片，挖了很多壶。

周世荣买了些糖粒子， 又从小孩子手里兑换

了些烧成小麻雀式样的玩具。两天后，周世荣

和任全生一人挑了一担长沙窑瓷片，沿着泥泞

不堪的湘江河岸走了10里路， 到铜官镇坐船才

回到市里。这次周世荣不仅得出了长沙窑址的

时间（安史之乱以后），还证明长沙窑来源于

岳州窑。 长沙窑早期产品也是青瓷， 烧制方

法、瓷器风格与岳州窑相同。他认为当年陆羽

应该是把大片的长沙窑当成岳州窑了。

另一种猜测是，长沙窑是彩瓷，胎也确实

比较粗糙， 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要求胎质细

腻、光润如玉、色彩淡雅的审美观不符，而且，

陆羽写进《茶经》里的碗、碟是喝茶用的，青则

益茶。他没有写彩瓷长沙窑也是情理之中。

但在唐朝，长沙窑并非默默无闻，湘籍诗

人李群玉写了一首《石渚》诗，描绘的正是长

沙窑：“古岸陶为器， 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

口，烟浊洞庭云。遍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

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石渚是长沙窑在唐

代的名称。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年这片窑场的

兴旺。

长沙窑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还在于，它

第一个将中国的书画艺术融入瓷器， 使手工

业品变为了艺术品。越往后，文物价值越高，

因为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唐人原作。

长沙窑从窑址出土的罐、碗、壶上，有人

物、飞禽走兽、山水花草。尤其是题在上面的

诗歌，已发现的有百多首，有90多首都是《全

唐诗》的弃儿。内容千奇百怪：“买人心惆怅，

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讲买

卖双方的微妙心理。“男儿爱花心， 徒劳费心

力。有钱则见面，无钱不相识。”反映了当时女

子的爱情价值观。“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

鸟啼新柳上， 人拜古坟前。” 讲寒食节习俗。

“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

出来人。”讲访客礼节。“一日三战场，曾无赏

罚为。将军马上坐，战士雪中眠。”讲军队打

仗。“昨夜垂花宿，今朝荡路归。面上无颜色，

满怀将与谁。” 这是嘲笑一个眠花宿柳的男

子。还有拆字诗、佛家诗、谜语诗……这些诗

都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民俗风情，可以说，从

来没有一种瓷器像长沙窑一样能够给我们这

样丰富的信息。 它是观察唐代晚期社会的一

面镜子。

那么，这些简单、直白地抒发人生感受的

诗是不是窑工们即兴创作的呢？ 那些画是

不是窑工们随便涂上去的呢？ 湖南省博物

馆馆长李建毛认为，这些诗文、题句非窑工

创作，作坊书手只是抄录而已。因为长沙窑

瓷器上也出现一些错别字， 应该是与书手

的文化素质有关或是在辗转传抄时出现的

错误。诗应该多是诗人创作的，是他们为长

沙窑招睐顾客而写，不像《全唐诗》一样注

重艺术性。

收藏家吴跃坚研究长沙窑上的书法，他

认为长沙窑的字是中国书法的一座宝库。上

面有楷书、隶书、草书、行书、美术字体。书法

有形有体， 十分流畅。 有些字像瘦金体的前

身， 说不定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就是从长沙

窑学来的。 他同意长沙窑上的诗文非窑工所

书的观点，因为唐朝没有义务教育，不是人人

都可以读书练书法， 他认为应是一批没有考

上进士或没有去考的读书人参与了长沙窑瓷

器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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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唐朝最大国际品牌

长沙窑的五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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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报：1972年前，

有谁见过死了两千年皮肤仍

具有弹性、面如生容的女尸？

谁又见过， 一件大袍不到一

两重？请关注《第九季·马王

堆的秘密》，由省考古所研究

员、 马王堆汉墓发掘亲历者

周世荣为你解密马王堆发掘

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1999年， 在印尼勿里洞岛外海打捞出

的“黑石号”沉船再次让全世界的陶瓷学家

吃了一惊：船体里竟然完好地保存着67000

多件中国唐代瓷器， 其中长沙窑瓷器就有

56500件！

这艘沉船再次应证了长沙窑是唐朝最

大的外销瓷生产地。长沙窑产品从扬州和广

州两个港口出发，到达十多个国家，开辟了

一条举世闻名的海上“陶瓷之路”。从这个意

义上说，外国人把瓷器叫“CHINA”，长沙窑

是最大的功臣。但地处内陆的长沙窑，既没

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越窑、邢窑几百年

的基业和技术积累， 也没有上等的原料，更

没有官府订烧， 窑址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它

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崛起，产品遍销国内大

部分地区，并远销海外呢？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李建毛分析说， 正因

为上述各项的制约，逼着长沙窑走市场！长沙

窑的窑工、作坊主比其他名窑有更强烈的竞争

意识。你看它的产品风格、式样均以市场为导

向。当时唐朝喝茶饮酒之风普及，长沙窑就生

产茶具、酒具、玩具等日用品。又请一些略有文

才的科举落第的学子在茶酒具上题诗作画，提

升了茶酒具的文化品质，迎合市场需求。长沙

窑求创新， 因为它要在名窑的夹缝中求生存，

只有另辟蹊径。它不做青瓷，不做白瓷，做彩

瓷。 它的造型、 装饰风格则吸收各家所长。印

花、刻花、堆塑、泥塑、剪纸都拿来运用。产品实

用，价格又低，好多壶上都有“五文”的字样。

收藏家吴跃坚（他靠海外藏家的帮助，

竟然收到了520件“黑石号” 上的长沙窑精

品）认为，长沙窑经营客户理念超前，为了扩

展海外市场，晓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或挖掘客

户的潜在需求。 譬如长沙窑的外销产品，就

不像内销一样有那么多诗文，它搞一些外国

人看得懂的外国女郎、狮子、椰枣树，还有一

些阿拉伯文。长沙窑还懂得打广告，譬如一

个壶上的右下方就有铭文“郑家小口天下有

名”，很有品牌意识。

省博物馆馆长李建毛总结，长沙窑能够

在当时把文化产业做得这么大，因为它讲包

容，工艺集南北窑之所长，文化上包容世界

多种文化元素。它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

世界性的眼光。

一千多年前的长沙窑，对于我们今天在

全球化背景下， 如何发展湖南的文化产业，

很有启发意义。

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

物清理工作队，由戴亚东当队长，在望城铜

官镇的瓦渣坪发现了古窑址， 认为是陆羽

《茶经》里记载的岳州窑的一个窑系，并送

了些瓷片到故宫博物院去。 青瓷片中夹杂

的几块彩瓷片引起了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

陈万里的注意。

1957年夏天，陈万里带着另两名陶瓷

专家冯先铭和李辉柄专程到了瓦渣坪调

查，发现了更多的彩绘陶瓷器。他们惊奇万

分： 一千年前在一种瓷器上就能烧出三种

不同色泽的花纹，真是了不起！特别是褐绿

彩，都是釉下彩，尤其难得！陈万里认定，这

些瓷器不是岳州窑烧的。1959年冬天，冯

先铭又到瓦渣坪复查，再次确认：瓦渣坪窑

址是历史上第一个彩瓷窑。

彩瓷？唐三彩不是彩瓷吗？但唐三彩是

陶，不算瓷，且是釉上彩，釉水里添入了助

溶剂铅，对人体有害，所以唐三彩都是做

墓葬中的冥器。瓦渣坪的彩瓷借鉴了唐三

彩，但它却是高温釉下彩，釉水中不含铅，

直接用高温烧制，所以它不仅精美，还能

做日用品。

几位专家的论文发表后， 国内国外一

片哗然，原来那些远在东亚、南亚、非洲，近

在安徽、扬州、广州等地出土的唐代彩瓷是

在长沙的瓦渣坪生产的。 半个世纪的考古

疑案终于拨开了迷雾。

人们终于知道：在铜官，湖南有一座除

岳州窑（见上期）外，规模更大、产量更多、

品种更丰富、销售面更广、影响更深远的唐

代瓷窑，我们叫它长沙窑。

一直以来， 陶瓷界都以为宋元前高温

瓷是“南青北白”（南方产青瓷， 北方产白

瓷） 的格局， 没想到横空冒出个长沙窑彩

瓷，意味着唐朝就是青、白、彩瓷三足鼎立。

长沙窑把中国制瓷业推入了彩瓷时代。

但长沙窑可不只是生产彩瓷这么简

单。1983年，省博物馆、省考古所、长沙市文

物工作队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从3月

到12月， 对长沙窑窑址进行了规模最大的

一次发掘。挖了760个平方米，出土了7211

件70种器型的陶瓷。 尤其是一个喇叭口的

有柄的壶和一个圆口凸唇喝酒的小盅让考

古人员惊喜万分。壶釉色细腻，通体作玫瑰

红，小盅胎釉粗一些，有棕眼和气泡，但全

身也是好看的珊瑚红色。这应该是铜红釉！

1985年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上， 参加这次考古的陶瓷专家周世荣正式

对外公布：长沙窑发现了铜红釉！这可是个

破天荒的大发现， 一下把铜红釉的历史提

前了二至三百年。 因为陶瓷界一直认为到

宋代的钧窑才烧出了铜红釉。

铜红釉是个啥东东呢？ 因为红色是中

国的吉祥色，而要烧出铜红釉，窑里的气温

非常难把握。 所以铜红釉一直是瓷器中的

名贵品种，像这样通体全红的更少见。

1983年1月生于湖南省

安仁县 ，2000年考入中山大

学人类学系，2004年攻读中

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及博

物 馆 学 专业 硕 士 研 究 生 。

2006年聘入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 成为湖湘考古人的

一员， 通过3年的考古田野实

践，确定以陶瓷考古作为今后

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探索中走向完美！

上个世纪初，朝鲜

半岛、日本、东南亚、西

亚、非洲相继发现大量

的彩绘瓷和残片，它们

是从哪里来的？考古学

家纷纷跑到瓷器的故

乡中国来找答案，却一

无所获。

谜

团

壹

既然望城的铜官

在唐朝就有这么大规

模、外销到那么多国家

的瓷窑，为什么在所有

文献资料里没有一丁

点它的踪影呢？为什么

陆羽的《茶经》里大赞

湖南的岳州窑，却绝口

不提长沙窑？

谜

团

贰

长沙窑是第一种

上有诗文绘画的瓷器，

那些诗大部分不见于

《全唐诗》，它上面的字

体，形似宋徽宗的瘦金

体。宋徽宗是否是从长

沙窑上学来的呢？到底

是些什么人在长沙窑

瓷器上题诗作画呢？

谜

团

叁

一个执壶通体玫

瑰红，一个小盅通体珊

瑚红，都说宋代的钧窑

才烧出铜红釉，长沙窑

挖出的这两样漂亮东

西是铜红釉吗？

谜

团

肆

长沙窑，既没有天

然的出海口，又没有越

窑、邢窑几百年的基业

和技术积累，也没有上

等的原料，更没有官府

订烧，窑址远离政治经

济中心，它为什么能在

短时间内崛起，做成唐

朝最大的文化产业呢？

谜

团

伍

◆本期主持 张兴国 采访整理 记者 易禹琳

1983年发掘长沙窑龙窑遗址

▲

挖掘现场

▲

模印贴花壶

“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