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缘起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它在
文化、艺术、教育、思想、科技等方面都达到空前
发展，留下深刻且丰富的文化遗产，体现着与现
代社会千丝万缕的连接。钱穆先生曾言：“论中国
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朝。宋以前，大体可称为
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换言之，我们
在观察宋朝的同时，也镜照着现代。

我们所理解的宋韵文化意指两宋文化中具
有全人类普遍价值、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的文化价值，正是这些优秀的文明元素和内在精
神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达到高度繁荣，并深刻影响
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浙江作为南宋腹心之地，是宋文化盛极之时
的集大成区域，更是两宋文化遗存的富集之地。
所以展览的着眼点落在浸润于日常之中，经历时
间涵泳的无形之韵上，发现一个中国历史传统语
境中“积贫积弱”王朝真实的另一面；抑或是启发
你我的思考：文化的价值是什么？我与历史文化
的联系是什么？如何在历史中找寻自身的位置？

结构逻辑

内容框架围绕“国”“士”“民”三个单元，回
答“宋韵是什么？”，解读、展现、传承宋韵文化，
并探索宋代的优秀文化为何至今仍沛然生长。
以古观今，理解优秀文化产生的社会发展源泉
及模式。

在时空的坐标中，寻找宋韵文化生长的土
壤。宋朝（960—1279）上承五代，下启元朝，王朝
立国 320年。中国历史上 10世纪至 13世纪，是北
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身处复杂的国际
环境中，宋政权将稳定政局、治理国家作为首要
任务，宋韵文化的内涵、特征和时代特色，亦在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形势中酝酿生发。
积极进取的士大夫群体是宋韵文化的核心

因素。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号召下，士大夫砥
砺士风，成为在政治、文化、艺术等多领域发挥主
导作用的中坚力量，其积极用世的外向进取意识
与自省内敛、向内沉潜的审美趣味，对宋代社会

的历史文化风貌及后世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宋
韵文化的本质根基亦随之确立。

多元包容、宽和开明的气象催生繁华便利的
民众经济与社会生活。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同时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使中国作为世界贸易重
要终端的地位继续提升。随着城市坊市分离，文
化娱乐活动逐渐兴盛，“市民社会”已具雏形，从
而开启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呈现前所未有的
开放性。多位海外学者更将宋朝作为“近世中国
之滥觞”。

内容解读与形式设计

第一单元：重磅文物串联，勾勒宋韵的时空背景
本单元为“定风波：时代与思想的奔流”，

依托浙江省内的宋代文物精品，讲述宋王朝如
何改革积弊，进而使得社会整体趋向文治和安
定。不问出身，科举取士，创造一个相对公正开
明的发展氛围，催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与抱负。

文治 一部书，一个文治时代的缩影。宋代
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一系列“崇文重儒”措施，
使得士大夫勇于通过制度改革将儒家的价值理
念贯彻落实于现实之中。《国朝诸臣奏议》由宗室
状元赵汝愚编纂汇编，收录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议
文书1631篇。《四库全书总目》评述“上可以知时
政之得失、言道之通塞，下可以备有司之故实、史
氏之阙遗”。

分权 跨越 32 载，一位南宋文官勤勤恳恳
的仕宦生涯。南宋官制百科全书《徐谓礼文书》出
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文书包括：“录白告
身”二卷、“录白敕黄”一卷，“录白印纸”十二卷，
三种文书，三种格式，三种用途，完整记录了徐谓
礼从嘉定十四年至淳祐十二年（1221—1252）30
多年间的仕宦、转官经历。文书中展现的宋代文
官政治中分权制衡的理念，恰是一个国家体制机
制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教化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
在教化。科举繁荣、印刷术发展推动宋代文化教
育事业的大繁荣。北宋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
后，逐步形成全国性官学系统，即以国子监和太
学为中心，同时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相配

套发展。同时，书院、私塾村校等私学也得到快
速发展。州学、县学以礼器行“释奠”之礼，祭先
师圣贤。

礼制 崇儒复古，礼乐达于天下。“复归三
代（夏商周）”是宋代治政的理想诉求，国家礼乐
制度层面重现三代之盛貌，君臣士民达到三代
的文质修养与道德状态，进而形成一个“礼乐达
于天下”的盛世。宋徽宗时期设议礼局，以及大

量仿商周礼器出现，仿古之风盛行，溯其根源，
正在于此。

思辨 致广大而尽精微。开明包容的文化氛
围，推动了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儒
家经典再阐释的理学和经世致用的浙学，是宋代
重要的思想成果。《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是南宋
朱熹的诗文总集，搜编了朱熹的诗、奏稿、书札和
论文。以朱熹为集大成，宋学诸派锐意创新，广博
精深。
第二单元：4位名士代表，建构宋韵的精神内核

“满江红：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以苏轼为士
大夫代表，岳飞为武将代表，林和靖为高士代表，
李清照为女性代表，以人物切口，呈现宋代士大
夫多维度的主体精神价值，以及他们创造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艺术。

为什么是他/她们 宋人的精神世界是多元
和包容的。苏轼虽经历黄州、惠州、儋州三度贬
谪，但他笑对人生、始终保持天真烂漫的赤子之
心，人生的逆境赋予了他穿越千古的精神力量。

“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已。”千百年
来，岳飞忠心报国、恢复故土的爱国情怀，融化在
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李清照是杰出的宋代女性代表。北宋末年，
金人南下，她将一生的收藏精心挑选，运往南方，
在战乱中尽己之力完成与丈夫赵明诚共同的金
石学事业，坚守自我和文化的价值。林和靖隐于
孤山，终身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梅花高洁，
白鹤清逸，正是其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
的表征。其高洁的格调和气度，成为众多中国古
代文人内心的向往与写照。

为什么是西湖 西湖是宋代遗留的历史文
化遗产中，留存到现在、对日常生活有深刻影
响、现代人又浑然不知的较好代表之一，这里的
一草一木、一山水一都是宋代奠定的基调。苏轼
两次在杭任职期间，疏浚西湖，促成“两堤三岛”
的格局，人文伊始。西湖山水，通常呈现给世人
以温柔秀美的一面，“青山有幸埋忠骨”，恰是岳
飞赋予西湖以浩然正气。而林和靖清寂绝尘的
形象则被永远收藏进西湖的美丽山水，赋予湖
山以名士的风骨、君子的德行、释道的超脱和读
书人的才情。

为什么是一座四面亭 亭因人建，人因文

传，四面亭分别对应着四位人物，承载着四种不
同的人生境界。“过溪亭”位于龙井，亦称二老
亭，记录了 900 年前苏东坡与辩才和尚之间一
段友情佳话。“风波亭”原是南宋时杭州大理寺
狱中的亭名，岳飞和儿子在这里遇害。“放鹤亭”
在西湖孤山北麓的赏梅胜地，是为纪念北宋诗
人林和靖而建。沿着清波桥河下往里走，“清照
亭”便在水杉林的小溪边，晚年李清照曾居于清
波门一带，致力于金石之学。将重点展品容纳其
中，借景抒怀，观众从有限的空间进入无限的感
悟之中。
第三单元：关联日常与当下，宋韵内涵历久弥新

“望海潮·丰富多元的平民生活”，宋代民众
阶层的兴起和多元包容的平民文化，尤能体现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代趋势，一种更加
接近现代生活的局面已经开始出现。

想象力的鼓励 参与其中，观众会有更多的
创造力。运用参观者的不同感官、多重认知去体
验、去实践、去分享，希望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以市井贸易的展区为例，静态的文物是宋代重要
的贸易货物瓷器、货币，展柜上方将宋代街市贸
易行为进行动态演绎，配合进口货物香料的闻香
互动，三种参观模式的层层递进，宋代的经济社
会面貌逐渐具象化、立体化。

从我到我们 参观需求的社交化促使展览
需要为观众提供相应的社交空间。在部分展项设
置中，强化了亲子属性和社交属性。观众在完成
互动后，不仅享受到个人体验，同时他的答案也
成为展览结尾的一部分。此外，在展品展示时，不
仅呈现展品本身，也为观众“翻译”展品背后的背
景和意义，将物置于其历史文化语境和使用的情
景中，帮助观众理解文物向我们揭示的世界，发
现历史的连续性和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参观者心中或许都藏着对历史的疑问和好
奇，而策展的任务是用可感知的艺术形式，将看
似遥远的历史故事，引入你我的生活，敞开对话
的通道。我们希望尽可能真实、系统地解读宋韵，
但也意识到对历史的理解终究有局限。因此，更
希望通过一个开放的视角让观众自己去发现、理
解。值得告诫的是，历史不止于展厅中，也不仅在
物品或者记忆中，而是萦绕在日常生活的意象与
经验里，或隐或显。

52024 年 4 月 23 日 专 题

展览缘起：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青瓷是较早的瓷器品种，浙江是青瓷的故
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青
瓷生产的历史始于夏商之际，从原始青瓷之滥觞
至明清龙泉窑衰落，浙江地区的瓷业产品始终以
青瓷为主流，窑业技术传承脉络清晰，生产体系
完备，3000余年间，名窑辈出，绵延不绝。完整的
瓷器发明历程，始于浙江，成于浙江。正所谓“一
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作为瓷器的发明地，浙
江实至名归。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浙江古代青瓷存在
官民两系，既供给民间社会，也满足朝廷需求。不
仅以高超的工艺技术执青瓷生产之牛耳，而且与
境内外的其他区域进行广泛交流。这种交流既表
现为大规模的产品输出，也表现为烧制工艺的传
播与引进，还表现为审美取向与生产组织形式的
彼此影响。因此，在浙江省博物馆开设青瓷专题
陈列，解读青瓷发展史，展示浙江精神与浙江骄
傲，十分必要。

展览定位：
开拓创新，从不同面讲好青瓷故事

浙江青瓷历史悠久，成就卓著，是瓷器的发
源地和名窑辈出的地方，以往的考古研究和专
题陈列多着力于这几个方面。之江馆区的青瓷
陈列，在原有传播目的之上，进一步开拓创新，
对以越窑、龙泉窑为代表的浙江古代制瓷业进
行全面梳理，通过展示从夏商到民国时期的代
表性青瓷器物 300余件（组），以时代演进为经、
地域拓展为纬，紧扣浙江青瓷在历史上的闪光
点，通过展示浙江古代青瓷的形与色，彰显浙江
古代制瓷业的技与艺，表现青瓷生产的源与流。
以客观科学的研究为基础，揭示浙江瓷业盛衰
兴亡轨迹背后的自然和人文因素；以全球化为
视角，从产品输出、技艺传播到风尚引领等不同
层次讲好瓷器从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故
事，展示浙江制瓷业对世界文明演进的贡献，彰
显浙江精神。

表现手法：
采用传统的陈展语言和方法

博物馆陈列，文物是主角，应处于舞台之中
央。本展览以实物的全方位展示为第一要务，用
通柜、平柜、中立柜等为主要陈列手段，采用透光
率达 98%以上的低反玻璃，使文物清晰可见，拉
近观众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帮助公众最大限度获
取信息。

设计去繁就简，空间视觉清透，
将“江南秘色无尽青”的意境发挥到
极致。展厅墙面配置背景版面，作为
陈列手法的辅助和补充，用专业精
准简洁优美的前言后记、单元介绍、
器物说明等语言文字驾驭整个陈
列，与文物展示互为表里、彼此呼
应。结合文物特性，各式青色融于图
版调性，典型纹样点缀画面背景，简
洁积木凸显器型之美，灯光设计烘
托釉色之雅。

在展厅中设置的大屏幕上循环
播放传达青瓷美学的影视作品。展厅
面积较大，为缓解观展疲惫，在较为
宽敞的地方为观众设置互动区和休
息区。

展览框架及呈现方式：
点明展览主题，体现历史厚重感

“江南秘色”，取自南宋龙泉窑青
瓷残碗内底铭文，既点明展览主题，
又具有历史厚重感。序厅展标墙采用
青瓷色调，与主题相对应，营造烟雨
空蒙江南韵味，将浙江省内窑址名录
制作成字雨，呈现“瓷器摇篮”的氛
围。结合浙江青瓷生产发展的历史时
期，将展览分为四个单元铺陈展开。

“瓷器摇篮 青瓷故乡”单元 从
陶到瓷，是陶瓷工艺史上的一次大跨
越。夏商之际到东汉早中期，是浙江
古代青瓷，也是人类历史上瓷器生产
的滥觞期。夏商之际，在浙北的东苕
溪流域，先民们率先成功烧制出原始
青瓷。原始青瓷的出现晚于印纹硬
陶，不仅是在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而且常常与其同窑共烧。春秋末
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工艺达到巅
峰，形成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一个
高峰。

本单元把商周至两汉分为印纹
硬陶与原始青瓷两个小节，均以历史
时期为线索，展示文物 32件（组），从
器型、功用、烧造方式等展示此时期
浙江瓷器制作的工艺成就，辅以图版
介绍其生产地点、社会背景以及与青
铜、漆木器等工艺的相互影响，揭示
兴衰起伏表象下的自然和人文原因。

为增加趣味性与互动性，在本
单元设置辅助展陈装置，在墙面安装铜质浮雕，
以真实文物组合为原型，采用三段式画面描绘
陶瓷器的成型、烧制与使用情景；将“陶与瓷的

区别”以列表方式做成图版，并放置印纹硬陶、
原始瓷、成熟青瓷三组标本，命名“一触千年 一
念陶与瓷”，观众可触摸互动，直观感受陶与瓷
的工艺演进。

“千峰翠色 辉映古今”单元 浙江古代青
瓷生产的成长期是东汉中晚期到初盛唐时期，
其中以三国两晋时期的工艺水平最高，形成了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二个高峰。以成熟青瓷
的成功烧制为始端，以越窑为代表的早期青瓷
生产体系逐渐形成，生产中心完成第一次地理
转移——从浙北的东苕溪流域转移到浙东上虞
的曹娥江流域。盛唐至两宋之际，是浙江古代青
瓷生产的大发展时期，越窑进入中期发展阶段，
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工艺水平迅速提高，在“南
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中，牢牢占据了“南青”的主
导地位。生产中心的第二次地理转移，是从上虞
曹娥江流域到慈溪上林湖地区，并在此时完成。
而浙江古代青瓷生产进入第三个高峰期，是晚

唐至北宋早期，被誉为越窑秘色瓷烧制的黄金
时期。

本单元从汉末至唐宋分为“越窑青瓷”“名窑
林立”“过渡与转变”三个小节，其中“越窑青瓷”
小节以历史时代为线索，展示各时期越窑青瓷器
99 件（组），以一件学界公认的早期成熟青瓷器
——东汉越窑青瓷罐，开启整个单元，突出展示
每一时期青瓷发展的闪光点，如两晋时期的胎釉
装饰，唐代开启的贡窑制度，晚唐五代秘色瓷的
生产地点和贡奉对象，唐宋越窑青瓷的商品外销
和技艺传播等，阐明瓷业发展背后的社会因素。

“名窑林立”小节则按照窑口来陈列，展示德清
窑、婺州窑、瓯窑器物 18件（组），表现从两晋至
唐宋，除宁绍地区外，浙北（德清窑）、浙西金衢盆
地（婺州窑）和浙南(瓯窑)等地域也生产青瓷。这
些地区的青瓷虽然基本面貌与越窑相似，但程度
不同且各具特色。

北宋中晚期，伴随着窑业生产中心从浙东的
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越窑逐渐走向
衰落。在此过程中，居于两大区域之间的台州地
区，作为地理上的中间跳板，充当了主要中转地，
在窑业技术交流与融合方面担当了关键性角色。
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在本单元的结尾特设“过渡
与转变”专柜，展出黄岩沙埠窑出土瓷器标本 7
件，头尾分别展示馆藏越窑和龙泉窑器物各 1
件，以作对比，表明台州地区在浙江青瓷发展史
上的历史地位。

“宋室南渡 宫廷用瓷”单元 宫廷用瓷，即
皇家御用之瓷，宫廷用瓷的生产大致有两种模
式：第一种是以地方民窑为基础，朝廷制样须索
并派出督陶官进行具体管理，这些窑场除了生产
宫廷用瓷，也生产普通的民用商品瓷。南宋初年
浙江慈溪的古银锭湖窑场，即属这种模式。第二
种即宫廷用瓷的最高生产模式，以北宋官窑为首
创，南宋官窑因袭之。

本单元以“古银锭湖畔”和“凤凰山下”两个
小节，展出南宋时期两种模式下生产的宫廷用瓷
24件（组），展品多为窑址出土标本。

“古银锭湖畔”展出的文物主要为古银锭湖
周围的低岭头、寺龙口、开刀山、张家地等窑址出
土青瓷标本，产品可分两路：一路是与北宋汝窑、
官窑风格接近的乳浊釉青瓷，质精量少；另一路
是刻划花装饰的薄釉青瓷，产量很大，整体面貌
与传统越窑相似，其刻划技法又与北方耀州窑有
联系。这些经考古发掘证实的瓷业遗存成为史籍
所载——南宋绍兴初年，古银锭湖成为生产宫廷
用瓷的重要窑场的重要佐证。

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后，南宋朝廷因袭北宋
制度在杭州设置官窑，生产宫廷所需青瓷，史
称南宋官窑。南宋官窑有两处，前后交替，前者
曰修内司官窑，后者称郊坛下官窑，均经考古
发掘实证。其产品是青瓷技艺和质量臻于巅

峰的标志。同时，其官窑制度也是唐宋以来各
种官方窑政管理级别的最高形式，对后世尤
其是明清景德镇御窑厂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凤凰山下”小节中，除了展示南宋官窑两
处窑址中出土的修复完整的南宋官窑青瓷
外，还将南宋官窑的衍生品——哥窑做了专
门陈列，并将墓葬出土哥窑完整器和窑址出
土哥窑残件进行对比展示，以描摹更为全面
的哥窑形态。

“融汇南北 饮誉中外”单元 南宋至明代早
中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鼎盛期，也是最富
活力的时期，浙江青瓷生产的第四个高峰于南宋
中晚期到元代早期形成。龙泉窑是宋元时期著名
的青瓷窑口，因中心窑场在浙南山区的龙泉境内
而得名。五代时期，龙泉地区的青瓷烧造工艺，基
本因袭越窑的技术和风格；宋室南渡后，龙泉窑
融合南北制瓷技艺的精华，把青瓷工艺推向高
峰，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鼎盛期，产品深受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其中高端产品更为皇室宫廷所推
崇；元代，龙泉窑凭借技术优势，在帝国的辽阔版
图内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海外贸易份额；明代
早期，龙泉窑成为生产宫廷用瓷的窑场之一，明
中期以后渐趋衰落。龙泉窑与越窑，一南一北，先
后相继，谱写了浙江古代青瓷历史悠久、成就辉
煌的华丽篇章。

本单元分为六个小节，重点展示古代龙泉窑
青瓷产品，前五小节以历史时期为序，展出五代
至北宋、南宋、元、明清、近现代龙泉青瓷 91 件
（组），以南宋至明代为重点，最后一小节“扬帆远
航 海上瓷路”展出器物 14件（组），重点讲述宋
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

这里的辅助展陈装置占比最多，南宋小节
中既有体现宋瓷与宋人雅致生活的宋画集锦，
又有展现龙泉青瓷釉色精妙的釉色墙，并在展
厅核心区域放置大屏幕，演绎宋代龙泉青瓷工
艺炉火纯青的境界；为了突出重点文物舟形砚
滴，在元代小节中放大了砚滴内部特写镜头做
投影，辅以动态水纹烘托氛围；最后一小节，以
大屏幕播放专题片《天下龙泉》，讲述龙泉青瓷
产品及技艺如何走向世界，并引申出“陶瓷之路
与全球化”的话题。

展览的尾声部分设置了“多元的窑业遗存”
展示区，展出浙江省内各历史时期生产的青白
瓷、黑釉瓷、彩绘瓷、窑变釉（乳浊釉）、青花瓷标
本，共五组。以实物展现，除青瓷这一主流产品
外，古代浙江还生产过多种瓷系产品，它们与浙
江延续千年的青瓷传统没有直接关系，却与享誉
中外的几大名窑渊源密切，如福建的建窑、江西
的景德镇窑以及河南的钧窑和河北的磁州窑等，
这些产品各具特色，大多作为商品瓷和外销瓷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大放异彩，与青瓷一起，构成浙
江多元的窑业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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