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以下简称为《藏品大
系》）出版工作正式启动，计划共出版 16卷。截至目前，《杂项
卷（一）·铜胎珐琅器与外销银器》《陶瓷卷（一）·历代陶瓷》《绘
画卷》《出土出水文物卷》《古籍卷》正式出版，《家具与木雕卷》

《铜器与钱币卷》即将出版。

出版缘起

广东省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区域文物保护中
心，是世界各地观众品味岭南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重要窗
口。广东省博物馆于 1959年 10月 1日正式对外开放，几十年
来，几代博物馆人扎实工作，广征博纳，通过调查发掘、有关部
门调拨移交、上级拨款征购等多种渠道，提升博物馆藏品的数
量和质量。截至2023年6月，广东省博物馆藏品总数逾23.5万
件/套。丰富的馆藏，深入的研究，却未能有一套完整的、成体
系的图书向社会展示全面的藏品面貌。

2019年，是广东省博物馆建馆60周年。风雨一甲子，辉煌
六十载。以此为契机，笔者与文物出版社李飏编审一同赴广东
省博物馆，同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相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商议出
版事宜，确定出版意向。

为了打造专属于广东省博物馆的展示馆藏精品的图录，
编辑努力了解广东省博物馆藏品情况，学习相关藏品知识，自
有出版意向起，逐步构建图书在框架结构、设计版式及学术性
上的设想，参与《藏品大系》的整体设计，以期呈现集资料性、
学术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高品质图书。具体到每一卷
的出版，编辑根据《藏品大系》的定位以及每个文物品类的特
性，提出图片展示与文字描述的建议，使《藏品大系》各卷既协
调统一又各具特色。

打造“学术粤博”确定出版架构

既然是对馆藏文物的整体展示，那么涵盖范围全面至关
重要。计划共出版16卷，除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几卷，还包
括《陶瓷卷（二）·广东陶瓷》《玉器卷》《矿物宝石卷》《动物植物
卷》《砚台卷》《书法卷》《杂项卷（二）·织绣与漆器、竹木牙角
雕》等，几乎囊括馆藏所有品类，全面反映馆藏面貌。同时，根
据馆藏具体情况和特点，做针对性的调整和安排，如书画、陶
瓷等文物是收藏大类，各有两卷；杂项文物数量不均衡，故按
照文物质地和数量分布，分为两卷；出水文物是博物馆近年来
文物入藏的重点和亮点，作为单独一个品类，与出土文物共设
一卷；广东本地窑口陶瓷器被专门收录为一卷；砚台、木雕等
以广东产地为主，展现广东工艺，反映区域特色，也给予重点
展示。

《藏品大系》并不是藏品的简单罗列，经过编辑与作者的
沟通商议，决定从每个品类中撷取精华进行展示。比如《绘画
卷》从绘画史的角度考量，选取那些在绘画史上有一定影响力
与代表性的作品，并综合稀缺性、地域性等多种因素，注意平
衡各个地区、不同流派，力争尽可能多地展示中国绘画艺术的
不同风貌与多样特点，同时本着尽力挖掘广东本土优秀文化
资源的想法，适当地多选入了一些广东本土艺术家的绘画作
品。《出土出水文物卷》中的“出水文物”部分，重点展示了西沙
海域从南朝延续至清代的出水文物，以及“南海Ⅰ号”“南澳Ⅰ
号”两艘发现于广东的沉船遗物，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西沙群岛
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而且彰
显了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贸易的繁荣景象。

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
中国故事，打造“学术粤博”，编辑对于《藏品大系》的定位不
是对展品图片的简单堆砌，而要配以详细且专业的文物介

绍。从描述文物质地、形状、颜色、纹饰，到介绍每件文物的特
色和历史、艺术价值，更增加了相关文物知识或历史背景信
息，力争做到语言优美且通俗易懂，方便读者更加深入的了
解文物。

例如《陶瓷卷》在展示明宣德年间“青花海水白龙纹扁瓶”
时这样描述道：“直口，颈稍长，扁腹，椭圆形底稍内凹。颈部绘
缠枝牡丹花，腹部以青花海水为地，两面各刻划白龙一条，龙
身细刻鳞纹。颈肩交接处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横
排款。此瓶形制硕大，气势雄伟，胎釉细腻，青花呈色浓艳，有
铁黑色结晶斑。”另介绍了此类器形的来源：“明永乐、宣德年
间，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商贸往来。
此时的瓷器制作也受到了影响，不仅使用了从中东地区进口
的苏麻离青料，而且器物形制也仿制了这一地区流行的金属
器皿。此类大型的扁瓶便是仿制波斯、阿拉伯地区的金属器皿
而成，均作小口、细直颈、平底的式样。”

另外，为了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根据文物品类的不同，
编辑与作者严格把控与筛选，将每卷收录的文物数量控制在
130~180件之间，以留出更多的版面充分展示文物结构和文物
细节，同时配以相关的细节描述相对应。

视觉追求：严谨与艺术并存

2020年《藏品大系》首卷出版前，编辑与馆方、设计师反复
沟通、尝试，经过多轮的推翻与改进，最终确定封面方案。封面
设计灵感来源于广东省博物馆“月光宝盒”的建筑外形，从空
中俯瞰，建筑又仿若一个“藏”字，正与广东省博物馆的馆标相
呼应。因此封面采用压凹工艺，封面和封底拼合形成一个“藏”
字，“藏”字笔画中间烫印纹饰，选取各卷文物的典型纹饰进行
装饰，如《陶瓷卷》选用清青花“鱼化龙”图板沿盘的盘心纹饰，

《古籍卷》则选用清屈大均撰、乾隆年间翻刻本《广东新语》自
序中的文字，构思精巧。封面选用博物馆标准色深灰色和红
色，沉稳大气。

同时，作为文博行业专业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图录
时，对于图片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要求。例如图片中的光源应能
够反映器物的形体和纹饰；文物的角度应最大化地反映出文
物所具有的全部信息；具有时代特点的或精彩的纹饰、特殊复
杂的工艺以及铭文应着重展示等。

但《藏品大系》并不止步于此，在严谨的基础上，我们更追
求视觉与艺术的享受。为了此次出版，编辑提出希望《藏品大
系》中收录的文物尽量全部重新拍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部
分文物由文物出版社专业摄影团队拍摄。因此在拍摄之初，编
辑与摄影师就商定了高要求、高标准的拍摄方案。首先，根据
文物本身的色调，搭配合适的背景纸进行拍摄，仔细调试灯光
角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后期尽量不抠图，用原背景、原影
子，效果更加自然，还原文物本真。

其次，充分利用灯光，针对造型独特的文物适当营造光影
效果，突出文物特点，勾勒文物的线条美和氛围美。如《杂项卷
（一）·铜胎珐琅器与外销银器》中的“银镂空菊花纹套绿玻璃
葡萄酒瓶”，在灯光的照射下，绿玻璃的温润光洁与晶莹剔透
展现得淋漓尽致，搭配雅致端庄的镂空菊花纹银质瓶套，高贵
典雅。酒瓶放在白纸上，绿色斑驳的影子拉长，倒映其上，赋予
了文物更多的艺术美感。

最后，拍摄不仅限于摄影棚内，还要利用周围环境。《古籍
卷》拍摄时，考虑到古籍文物本身形状颜色较为单一，实用性
更为突出，为了丰富图录的层次和美感，特意挑选古籍陈列室
及展厅中的场景作为背景，还原古籍使用场景，打造文人雅士
阅读氛围。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兼收并蓄，熠熠煌煌
——读《敦煌文化驿站》丛书

胡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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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

6 2023 年 9 月 29 日主编/冯朝晖 责编/卢阳 校对/张宸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6183 本版邮箱：cbcmzk@163.com悦 读·图书专刊

《敦煌文化驿站》丛书（第一至四辑）与敦煌研究院
开展的《敦煌文化驿站》系列公益讲座内容相配套，精选
2015 年至 2018 年的 21 期讲座内容，与广大读者共享敦
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成果、了解敦煌文化与石窟艺术，体现
了敦煌研究院薪火相传的传承精神，可谓科普敦煌文化的
一套力作。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尤以敦煌文化
最具代表性。敦煌文化上承汉晋、下迄宋元，囊括中国历史
大部分时间脉络，以石窟、雕塑、壁画、文书、简牍和其他各
类文物为载体，涵盖佛教、道教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
不同宗教文化，可谓包罗万象、异彩纷呈。

其中，敦煌莫高窟，为全世界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
久、规模最庞大的石窟群，石窟壁画反映世间百态，历史文
化价值高，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藏经洞文献，为
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
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珍贵资料；而
悬泉置、汉代烽燧遗址等遗迹及其周边出土的大量汉简，
则弥补了汉代敦煌乃至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资料的空白。

敦煌文化如此广博庞杂，其内涵和特征到底是什
么？今读《敦煌文化驿站》丛书，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
来看：

一是敦煌文化的属性——民族性兼世界性。
毫无疑问，敦煌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汉文化。通过《丝绸

之路与敦煌》一讲可知，自西汉设郡后，大批汉族士民迁至
敦煌定居，充实边地，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两晋时
期，中原板荡，众多世家大族为躲避战乱，举族迁移到敦
煌，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逐渐形成了张氏、索氏、
李氏等汉人豪族。可以说，中原儒家文化一直在敦煌居于
主导地位。

然而，敦煌文化又不是纯粹的、完全的中国本土文化。
敦煌作为西域进入中原的门户，古印度、古波斯、古希腊等
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与中原文明汇聚交
融。在敦煌写本中，既有大量汉文写本，又有相当数量的梵
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吐蕃文乃至叙利亚文写本。第 285
窟壁画中，同时绘有古印度婆罗门教的飞天、佛教的日光
菩萨，中国的伏羲女娲、朱雀玄武以及古希腊的日神阿波
罗、月神狄安娜。季羡林曾说，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
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
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文化的灿烂，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中
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
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
丝路精神。敦煌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文明不断交
融碰撞的典范。

二是敦煌文化的核心价值——真善美。
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最珍贵的艺术精品，莫高窟壁

画以精湛的技艺、匠心独具的造型、流畅自然的线条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完美地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
感官审美，代表着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最高成就。近
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兴起，具有传统元素的艺术作品
不断登上舞台，成为引领国民审美的新风尚，在这个过
程中，敦煌壁画和雕塑成为艺术创作灵感的源泉。

《觉色敦煌 中国衣裳》《敦煌壁画伎乐天舞蹈形象的
呈现》两讲介绍了敦煌文化在艺术设计和创作领域的重要
作用。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资源，探
索复原供养人的服饰，研究古代裁剪技法、图案纹样和色
彩搭配，努力展现中国的审美精神和文化自信。舞蹈家则
以敦煌乐舞图像为蓝本，动态还原壁画舞蹈，挖掘、整理、
传承敦煌的舞蹈之美。

此外，风靡于 20世纪 80年代的《九色鹿》动画片，改
编自敦煌壁画《鹿王本生》，讲述了鹿王舍己救人却被恩
将仇报、最终恶人得到恶报的故事，歌颂了鹿王伟大而
高尚的品德，宣扬了惩恶扬善的精神价值。可以说，敦煌
文化兼具外在美和内在美，传递了千年来人们对于真善
美的不懈追求。

三是敦煌文化的精神内涵——守护和奉献精神。
《敦煌艺术的资助者——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巡

礼》一讲，分享了供养人图像研究成果。供养人，即通过
施舍资财来赞叹、供养和礼拜佛教三宝的信徒，他们信
仰虔诚、甘于奉献、祈求美好，是敦煌石窟营建的实际

出资人。供养人出于信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石窟，奉献
给后世博大精神的文化艺术宝库，着实令人充满敬意。
现如今，自敦煌研究院成立以来，几代敦煌文物工作者
和专家学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着保护、管理、研究工
作，展现了对敦煌文化遗产的热爱之情。

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二、三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
樊锦诗从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敦煌这个偏远的地方奉
献自己的一生。而广大专业研究人员工作在敦煌，长期
与家人分居，牺牲了个人的家庭和幸福。为了保护文物
本体、永久留存数据，敦煌研究院启动构建文物数字化
资源库工程，光是完成《五台山图》1件壁画的采集，就耗
时 3个月，工作人员一张一张地拍出 4821张照片，最终拼
接成壁画全貌。

这些敦煌文化的守护者，发掘、保护和弘扬了敦煌文
化，承继了古代敦煌石窟供养人的虔诚信仰和奉献精神，
称为“新时代的石窟供养人”当之无愧。

四是敦煌文化的根基——百折不挠的家国情怀。
《从敦煌文献和石窟经变内容看唐宋时期敦煌人的

日常生活》一节，介绍了 156 窟南壁的《张议潮出行图》，
该壁画真实展现了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出行的盛大场
面。张议潮，这个敦煌历史无法绕开的人物，称得上是敦
煌不屈不挠、忠于国家的象征。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
衰，河西陇右之地悉数陷于吐蕃。从此，敦煌（时称沙州）
各族人民开始了近百年被吐蕃贵族奴役的屈辱岁月。

但是敦煌人时刻不忘中原，他们不甘于压迫，归唐
之心始终未灭。敦煌望族出身的张议潮，自幼便对大唐
故国心驰神往，对吐蕃的残暴统治愤恨不平，立志要驱
逐异族，回归中原。公元 848 年，趁吐蕃爆发内乱之机，
张议潮率先举起归义大旗，带领敦煌各族人民奋起反
抗，尽逐河西地区吐蕃守军，收复瓜、沙、伊、肃、鄯、甘、
河、西、兰、岷、廓十一州，遣兄张议潭携版图户籍入长
安上报朝廷，于是，“六郡山河，宛然而归”。

敦煌人民以百折不挠的归国之志，终于收复故土，重
回大唐。第 156窟就是为纪念张议潮的功绩而开凿，洞窟
壁画中张议潮所率军队阵列整齐、威武壮观，是敦煌人民
英武不屈、秉持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自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中
外学者以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贡
献的论著盈千累万、卷帙如林，涉及宗教、历史、考古、艺
术、语言等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俨然已成国际“显学”。恰印
证了陈寅恪的一句评价：“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
流也。”多年来，敦煌学研究者笔耕不辍、焚膏继晷，为学术
发展贡献着自身全部精力。然而敦煌学所涉学科广泛、专
业精深、学术圈狭窄，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与普通人群的文
化生活几乎绝缘，难以产生深层次的社会效益。

敦煌研究院聚焦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阐释与传
播，在“敦煌文化驿站”讲座的基础上，将有关敦煌学和丝
绸之路研究的讲稿整理编撰成这部《敦煌文化驿站》系列
丛书，以期充分发挥学术文化中转站的作用，深入浅出地
将学术问题讲得明白易懂，把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内容传
播给大众，使“阳春白雪”走进千家万户，让敦煌文化“活起
来”，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敦煌文化驿站》丛书（第一至四辑）
编者：敦煌研究院
出版单位：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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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湖越窑不仅是唐代唯一的高等级青瓷
窑址，也是我国现存青瓷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窑区，代表了公元 9-
11 世纪中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秘色瓷是晚唐
到北宋早期越窑最具特色的产品，这个技术飞
升性进步的出现，与时代学术需求、政治南向都
密切相关。

隋唐的向南推进，将东南中国的地方小政
体切割、分裂、瓦解，再逐步纳入国家网络之
中。国家网络由道路交通线相连接，江南道路
体系的成长相当缓慢，两点间由核心地区辐射
先 成 为 “ 线 ”， 随 着 经 济 深 入 再 细 化 成 为

“树”，然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
为密布的“网”。在国家网络南向过程中，学
术、政治、文化、习俗都沿着交通线互相渗
透、影响，并最终同化，青瓷本是南方最具特
色的文化载体，随着政治南向一起进入主流
群体。

在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集中于
中原，江淮对国家尚未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到
隋唐经济中心与军事政治中心分处南北，运河
的开通成为沟通两个中心的标志，特别是盛唐
以后江淮的经济逐渐发达，运河地位日渐重
要。可以说上林湖越窑的起落与运河的承载力
紧密相关，如越窑在唐代复兴时正值开元朝对
运河的疏通；到五代时运河不畅，越瓷以开发
海外销路支撑秘色瓷技术飞跃；北宋时变法对
漕运的改革让“杂运”北上大受影响，越窑从
此失去贡瓷地位。越窑的起落是南北格局变换
的风向标，正好再现了江淮经济文化地位的
确立。

唐代行政费用增长使玄宗朝对江淮经济的
依赖加强，改善漕运成为获得南方物产的必然策
略，于是运河支撑起盛唐时关中的物质供给，正
是在柔远镇迩的政治氛围中，越窑进入土贡名
单。安史之乱后各方力量沿着交通线深入南方，

地方势力逐渐打破了国家对工商业的严控，中原
的失地破产农民逐渐分化，或深居山区潜藏于陵
泽垦荒，或“佣力客作”，或流向江淮寻求生机。

南方发达的手工业成为人口新的安置通道，
让流民暴增的政权又多维持了百余年，新劳动力
推动着工商业的精细化，江南品牌商品也从区域
特色走向华夏“正声”。越窑正是工艺进步与文
化契合时代的高端产品。盛唐因对事功的向往让
诗中满是雄浑辽阔、博大崇高的气势，晚唐的退
缩和萧瑟使平静安适成为时代主题。在由诗向词
的文化过渡中，视野从海纳百川转向身旁的涓涓
细流，于日常情感中找寻心灵归宿，文化上倾向
自守让中华本土艺术复苏。温润平和始终贯穿着
江南的文化追求，越窑青瓷以秀丽工致与儒雅优
美并峙，从江淮特色浓缩为华夏的文化载体，引
领起国人倒戢干戈的心理希求。

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势力强盛，军阀对江淮物
资的争夺造成国家网络破碎。地方势力为立足需
扶持本地特色“品牌”，品质绝对高于同类方能获
得更高额利润，在这样的挤压中越窑发展至鼎盛，
秘色瓷技术也在此时成熟。但至今未见秘色瓷用
于销售的证据，而其生产又耗费巨大，可见研发要
求中政治追求要远高于经济收益。

秘色瓷从疏离中透露出的纯净清淡，与我见
犹怜的江南情结融合，在朦胧的浅绛气质中穿透
吴越的夜色，缓解着政治斗争的剑拔弩张。在外交
中以珍稀性而获得政治利益、文化影响力才是秘
色瓷的追求。吴越国以增加税收、加大外销等手段
维持起秘色瓷生产，让“秘色”成为士子精神与情
怀的组成，在斑驳诗意中牵挂着流离的光阴，成为

唯皇家贵族所独享的高端瓷。纳土归宋后“秘色”
的政治实用性减退，由越窑提升起来的江淮经济
文化实力成为新的关注点。

北宋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分
立，两个中心的联通关乎家国存亡，漕运通畅甚至
是国都选址的首要条件。北宋中期以后越窑的秘色
瓷产品逐渐消失，江淮丰富的物产又不断增加着
运河的负荷，于是失去贡瓷地位的越窑只能加大
外销。南宋初年的江南不仅社会安定，也浓缩着
国家发达的经济文化，越窑此时恢复高端瓷的宫
廷定制，便是政权落定杭州时因地制宜的选择。

也正是由两宋之际始，“秘色”已不再区分透
明釉与乳浊釉，成为所有高等级青瓷的统称。在
文士汲古修绠的思路下，陶瓷成为三代拟古怀思
的入口，由“秘色”诠释的盛世风貌逐渐取代了物

质本体。特别是南宋复古礼器造型和类玉色泽的
结合，成就了“瓷德”文化的成形，越窑从此成为
士子心中“古秘色”的着落处。

宋学将古典的“主敬”与宗教的“主静”相结
合，修身养性、入道入学的修持观念造就了士大夫
对个体品德心性的完美追求。寻觅质朴浅淡的情
趣和退避厌世的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
并将之提到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这是理学“内圣
外王”的终极目标完成的人间秩序重建。失落的大
国豪迈在学术“正统”的重建中复苏，成就了贵瓷
不贵金的心理敷设，文士将参与陶瓷设计也当作
心灵修行的组成。

经过对华夏学术传承的再梳厘，三代成为盛
世范本，由古典而来的“玉德”文化观，在南宋“低
岭头类型”展开全面的探索，到龙泉窑、官窑乳浊
厚釉类产品才最终定型。从此，璞玉的洁净质感
与礼器的端稳造型统摄于一，“宋瓷”成为学术思
想与高端弄器典范的结合。

知识力量从古典中创建与统治相结合的学
术理论，同时殚精竭虑地以文化艺术形式推动主
流思想向下层社会普及。学术进步影响着执政方
略的变更，早期国家的政治策略要通过文化工程
方能传播，主要渠道有礼仪表演、语言文字、物质
载体等，对礼器的掌控也是时政需求。宋代将古
礼内涵的道德内容深入民间，神权逐渐被政治、
学术力量取代，政体从宗法社会向法治社会过
渡，策略的传达途径更为广泛和深入，对祭祀仪
式及礼器样式等关乎世袭特权的表演类展示，也
就不再具有政治掌控的实际意义。学术“大传统”
与民间“小传统”逐渐一致，高端瓷也逐渐走出厅

堂，陈设器、礼器以优雅精致诠释人文素养，地方
性小窑口多是对高端器物的模仿，形成全国流行
瓷器相对统一的时代风貌。

国家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使瓷器普及至民
间，器物艺术风格中逐渐显现一些民俗喜好，这
时突现的类型、多样化的纹样，说明流行器中加
入了众多民间需求。

宋瓷定格着文化修养的澄练儒雅，而这时的
越窑却因方便开采的胎土不足，逐渐退出主流视
野，其技术由新兴的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取代。上
林湖越窑的技术进步以秘色瓷为最，薄釉通透的
青翠成为时代瓷器的最高音，为此后类玉礼器瓷
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工艺技术基础。吴越国通过
拓展越窑瓷的海外销售，倾国力以维持秘色瓷生
产，也使其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秘色瓷在
轻风拂面的自如中，将世间波涛融入华夏文化暗
绽的辉煌与凄凉，终于落定为士子心中盛世的文
化符号。

……
本书踏着考古学者寻找秘色瓷的足迹，顺着

越窑的盛衰鸟瞰中国学术、政治南向的步伐，制
瓷业由唐代的南青北白到两宋的百卉葳蕤，印证
着东西文明的飞扬与崩阤。对古典传统的认可是
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西北草原特色渐次弥散
在淡久生香的时光中，浓缩进“宋瓷”如玉的文化
设定。从此，追索回思“秘色”的古典精致，成为学
者寄托“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坐
标。正是儒学不舍涓滴的政治胸怀，使华夏文明
能超越血统、宗教的局限，以越窑为代表的“中国
瓷”是盛世的文明符号，推动着德泽之芳流布。

（本文节选自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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