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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一瓷跨千年，文明越山海。瓷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

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景德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产

地，以瓷器制作工艺和陶瓷文化闻名于世。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中国瓷器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中外

的交流和发展，成为各国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通过瓷器这一重要载体，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联系，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本期讲坛邀请方李莉教授

讲述中国瓷器与世界的沟通与联系。

Z 编与读

Z 讲坛信息

主讲人简介：

方李莉，文学博士，曾师从费孝通先

生。现为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

研究所所长，首席教授，东南大学四部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

任，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

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

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

员，英国杜伦大学人文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中国陶

瓷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乡建等，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重点

项目，出版专著 20 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多篇论文和专著被翻译成

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等不同国家的文字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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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瓷器：：从中国到海外从中国到海外

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

家。原始瓷自商周时便已出现，成

熟于东汉，盛行于唐宋元明清，对

周边诸多国家的陶瓷烧制技术形成

广 泛 影 响 ， 并 出 口 到 东 南 亚 、 西

亚，并远至非洲。从唐代开始，中

国 的 商 人 就 曾 进 入 印 度 洋 、 波 斯

湾、红海等，与阿拉伯人和波斯做

瓷器贸易的生意；到宋元时期，这

些瓷器得以在欧亚非旧大陆贸易和

流通。由于当时欧洲路途遥远，中

国 的 瓷 器 还 未 与 欧 洲 进 行 贸 易 往

来。自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这一切

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这一改变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

现开始的。1497 年，葡萄牙航海家

达·伽马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

绕过好望角开始了新的探索。1498

年 5 月，达·伽马船队到达印度南

部大商港卡利卡特，这里离中国很

近，不久欧洲人开始直接与中国进

行贸易。这意味着中国和欧洲遥遥

相望的历史结束了，这两个地区的

人们可以面对面进行经济贸易和文

化交流了。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手工业发达

的国家，不仅是瓷器，其他的手工

艺品也都非常有名。从唐代开始到

中国来经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非

常多，因此大量的中国商品进入这

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的文献中记录

了不少对中国手工艺品的评价。

10 至 11 世纪阿拉伯学者撒阿利

比说：“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

的或制作精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

原 产 地 为 何 地 ， 都 称 为 ‘ 中 国

的’……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

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

技艺精湛著称。”（张广达 《西域史

地丛稿初编》） 13 至 14 世纪的阿拉

伯学者伊本·瓦尔迪也写道：“中国

人 政 治 清 廉 ， 公 正 贤 明 ， 善 于 工

艺、雕刻和绘画。”他还认为，在古

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各种赞誉中，

最集中、评价最高的是手工艺品。

14 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

泰说：“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

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他到过中

国杭州，他的印象是“城内多能工

巧匠，这里织造的绸缎以汗沙绸缎

著称。”在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

海里的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

化交流史》 一书中也写道，在 19 世

纪欧洲工业产品席卷全球之前，中

国的物质产品一直是世界最优良的

商品，当时在海上和陆地上的丝绸

之路中，商人们贩运的不仅是中国

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铁器、

铜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铜镜、铁

锅、火钳都从中国购买过来。尤其

是瓷器，在中东一带非常盛行，景

德镇的青花瓷就是当年伊斯兰国家

定制瓷。今天，无论是去伊朗国家

博物馆，还是去土耳其的托普卡珀

宫博物馆，都能看到许多中国的瓷

器，尤其是景德镇的青花瓷。

到 1500 年至 1800 年间，世界各

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人们

进入了世界近代历史的早期阶段。

欧洲的商人利用这些航路的便利创

立了西方资本的世界经济体系，农

产 品 、 手 工 业 品 以 及 其 他 各 种 商

品，包括瓷器都可以到达遥远的异

地市场。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中国的许多商品包括瓷器开始被出

口到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

15 世纪以后，全球贸易规模扩

大，世界各地开始进行与日俱增的

交 换 活 动 ， 包 括 商 业 、 科 技 和 知

识。全球贸易范围的转型与扩大，

其中的一个影响便是亚洲商品可在

欧美两洲获得，尤其是中国这个自

古以来手工业产品发达的国家，在

贸易交换中受到了欧洲商人们的青

睐，而最具中国特色的瓷器成为一

项 真 正 “ 具 有 世 界 性 身 份 ” 的 商

品，亦即所谓物质文化的“全球化

现象”。自此开始，中国瓷器的纹

饰、色彩和形制，得到了真正的全

球化式的首场展示。虽然 16 世纪之

前中国瓷器也大量销往亚非大陆，

但却很少出现在欧洲。随着 1497 年

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

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时，

葡 萄 牙 国 王 曼 努 埃 尔 一 世 千 叮 万

嘱，交代他务必带回两样西方最渴

求的物事：一是香料，二是瓷器。

16 世纪开始，中欧贸易与文化

交流日渐频繁，瓷器作为最具中国

特色的商品之一，源源不断地输入

欧洲地区。今天，如果到欧洲各大

博 物 馆 参 观 ， 都 能 看 到 中 国 的 瓷

器；在欧美大陆的许多旧房子里或

一些家庭中，也会看到几件祖上流

传下来的中国瓷器。可见，中国瓷

器在当时与欧洲的贸易量有多大。

中 国 瓷 器 不 仅 见 证 了 中 欧 贸 易 发

展，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互动交流的

载体。

瓷都瓷都：：世界的景德镇世界的景德镇

景德镇制瓷发掘到的最早的窑

址是在晚唐。宋代时期，景德镇因

制瓷而被赐名。到了明清时期，由

于官窑设在景德镇，景德镇成为一

座陶瓷手工业专门化城市。在 17 至

18 世纪，可以说没有哪座城市有景

德镇在世界的知名度高，它的名字

随着它所生产的瓷器而传遍世界。

景德镇的瓷器做工精良，有着先进

的生产规模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代

表着在蒸汽带动机器时代来到之前

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代表大规模

集中制造生产最壮盛的成就，在全

球瓷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的中国，疆域辽阔，GDP

雄踞世界之巅，且增长迅猛。这一

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亦达到了

巅峰状态，其生产的精湛艺术品，

不仅遍布欧洲，也深入中东、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当我们从景德镇

瓷器的外贸路线出发，回看全球文

明交流互动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中

的重要作用便清晰可见。通过深入

研究 16 至 18 世纪景德镇陶瓷贸易，

不仅可以洞察欧美主导的“跨大西

洋和太平洋的全球陶瓷贸易网络”

的形成过程与线路，还可以看到人

类在跨越远距的商业交换活动中是

如何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并构成

一系列交叠互动的多重经济体和一

个极其复杂的交易网络。在这个网

络中，景德镇的陶瓷贸易将欧亚大

陆的极大部分串联在一起，最后又

借由欧洲链接了美洲大陆。由此，

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

关键枢纽和带动这个世界体系运转

的发动机。

通过景德镇的瓷器输入，欧洲

人对中国这一遥远的国度有了更直

观的形象认知，无与伦比的精美画

面和独特造型，令整个欧洲为之惊

羡。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如讲究

礼教人伦的传统，更让欧洲人看到

了一个文明的礼仪之邦。17 世纪末

至 18 世纪末的 100 年间，欧洲形成

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尤其是景

德镇的瓷器成为欧洲上层社会最贵

重的时尚品与奢侈品。欧洲甚至将

瓷 器 的 英 文 名 与 中 国 “China” 同

名，后又将瓷土命名为“高岭土”

（“高岭”是景德镇出产瓷土的一

座山的名字），这足以看出景德镇瓷

器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17、18 世纪，景德镇的官窑专

注于为中国皇家精心制作瓷器，而

民窑则以其卓越的工艺服务于全世

界王公贵族。为了满足世界贸易市

场巨大的需求，这座城市不仅构建

了最全面、精细的手工陶瓷生产体

系，还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手工流

水作业线。这种高效的生产模式，

使得景德镇的瓷器制作达到了一个

新 的 高 度 。 据 宋 应 星 在 《天 工 开

物》 中记载，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流

程极其复杂，“共计一坯之力，过手

七十二，方克成器。”需经过“七十

二道工序”的精心打磨，才能最终

成器。这种“过手七十二”的细致

分工，充分展现了当时景德镇在瓷

器制作领域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即

使在 18 世纪，这样的流水作业线也

是极其罕见的。

不仅如此，景德镇还汇聚了全

世界最顶尖、规模最大的制瓷工匠

队伍。这些工匠通过血缘、地缘关

系，构建了手工业时代最为完整和

先进的行业分工体系及管理模式。

在群体生产的过程中，他们融入了

礼俗社会中的行业规范、信仰及语

言体系，从而形成了复杂而高效的

传统陶瓷行业运行机制。法国传教

士殷弘绪在景德镇目睹了这一切，

他在信中赞叹：“看到这些器皿如此

快速地经过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

人惊奇。”

其实，自元代起，景德镇的工

匠们就开始承接来自伊斯兰国家的

青花瓷订单，他们精心描绘着繁复

的 植 物 图 案 和 陌 生 的 阿 拉 伯 文 书

法。这种经验的积累在 16 至 18 世纪

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能够游刃有

余地应对各种客户需求。无论是欧

洲贵族定制的复杂家族纹章，还是

伦敦、巴黎各行各业行会的独特纹

章 ， 如 贩 鱼 业 、 屠 宰 业 、 糕 饼 业

等 ， 景 德 镇 的 工 匠 们 都 能 一 一 呈

现。此外，面对这些外来订单，景

德镇的工匠们还需绘制罗马神话、

圣经故事以及欧洲时事等画面。由

于这些特殊制作的需求，饰有西式

图案的瓷器价格自然不菲。广州的

荷兰商人向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透

露：“欧式画面或人物会比中国本土

纹饰贵上一倍。”面对欧洲及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瓷器需求，景德镇

工 匠 们 的 绘 画 技 艺 得 到 了 显 著 提

升。只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

景德镇已难以兼顾除欧洲以外的东

南亚、西南亚、东亚、北非、东非

等市场，这些需求逐渐转移至福建

及广东一带的沿海窑口，从而推动

了沿海地区的陶瓷产业发展。

传播传播：：瓷器以及物质文化塑造瓷器以及物质文化塑造

在现代社会，瓷器已经成为人

们眼中的一种寻常物品。但是，回

看中国瓷器的对外经济贸易史和文

化交往交流史，中国瓷器的发明是

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中

国瓷器的输出，不仅影响了众多国

家或地区的生活方式，更在无形中

塑造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礼仪。

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讲，在中

国瓷器传入之前，东南亚一些国家

没有理想的、适宜的饮食器具。在

马来半岛洛坤附近、印度尼西亚爪

哇岛中部、文莱一带古国“饮食以

揆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

有的“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

事，食已则弃之”“以竹编、贝多叶

为器，食毕则弃之”。作为临时替代

品的树叶、竹编或贝多叶等，既不

卫生也不便于长期使用。随着中国

瓷器的输入，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

得到了显著改变。中国瓷器因其卫

生、实用和易于清洁的特点，迅速

成 为 了 东 南 亚 人 民 理 想 的 饮 食 器

具 ，“ 寻 常 人 家 …… 盛 饭 用 中 国 瓦

瓮”。对于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地

区，中国沿海一带烧制的粗瓷成了

他们的首选，因其经济实惠且质量

可靠，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瓷器在

东南亚的普及和流行。

中国瓷器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东

南亚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对欧洲的

生活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17 世纪

之前，因为缺少勺子、杯子、盘子

等餐具，欧洲很少有人单独用餐。

所以，用餐是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

为，即大家共用碗盘。在当时的风

俗 画 中 可 以 看 到 ， 集 体 共 食 是 常

态：众人共享一杯、一碗、一盘、

一勺吃喝。当时的礼仪手册中还特

别强调：“喝前，切记先用布把你的

嘴和手擦净，才不会弄脏杯子，否

则同桌的人都不想和你共饮。”这一

习俗即使在今天还有所保留，但它

背后的原因和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当中国瓷器普遍进驻欧洲餐桌

后，集体共享的进食风俗逐渐在上

流社会中消退。这一转变不仅带来

了卫生观念的革新，还深刻影响了

人们的自我节律和社交礼节。中国

全套瓷器餐具的引入，不仅为每位

用餐者划定了专属的进餐空间，还

促进了同桌用餐者之间的互动更加

自制有序。同时，餐桌礼仪的重点

也随之转变，从原先如何共享公共

餐具，转变为如何正确运用刀叉切

割烤牛肉，以及如何优雅地使用属

于自己的整套杯盘刀叉。这一变化

标志着欧洲饮食文化向更高雅、更

卫生的方向迈进。

另外，瓷器还是一种文化礼仪

用品。当中国瓷器传播到日本时，

它与中国的茶叶和禅宗相结合，形

成了茶道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仍遵

循唐宋旧制的点茶法：以竹筅将茶

膏 搅 成 绿 色 汤 花 ， 再 端 给 客 人 饮

用。整个过程和技巧费时、费工，

需要大约 30 种茶具，遂成为“茶之

汤”或谓“茶道”的中心焦点。在

日本，“唐茶”茶叙大受欢迎，常伴

有博弈与清酒。“茶室”自成一隅，

与宅中日常起居作息区域分开，成

为赏花、诵诗、赛香 （参加者辨嗅

各式香料） 之场所。在这样的茶空

间里必备之物包括：漆画屏风、带

轴的绘画、带座的瓷瓶、青铜香炉

与彩绣锦缎。这些道具和享用这些

道具的人构成了一种以茶为中心的

文化氛围，这就是茶道。这种茶道

就是来自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物质产品的介入，往往改善的不仅

是某种生活中的某个局部的器用方

式，还连带了一整套的文明和习俗

的再生产。

与方李莉老师的这次约稿，其实是一

次“命题”作业。方老师曾师从费孝通先

生，她秉承费先生“从实求知”的学术传

统，与学术团队扎根景德镇 30 年，对景

德镇千年瓷业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对

城市变迁进行长期观察和思考，形成了丰

厚的著述。景德镇瓷器，世界闻名，是中

外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当下，

从瓷器切入，以探寻其交流互鉴与发展的

历史。思绪落定，便与她打电话做了一次

深入的沟通。

没多久，提纲发了过来。她说，话题

很好，十分贴合当下，又能让读者了解瓷

器是如何输入到欧洲的。我虽然感觉到方

老师的切入点十分有意味，但也有一些好

奇：中国瓷器从唐代就开始出口海外，到

17 至 18 世纪时，欧洲曾兴起了长达百年

的“中国热”，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

等商品也远销欧洲，深受欧洲人民追捧。

那么，作为中国瓷器重镇，景德镇的工匠

们是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订单？他们是如

何制作的？这对中国的瓷器技术和艺术发

展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带着这些问题，作

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后，她说，瓷器，本身

就具有着独特的作用，且不说它自身的艺

术价值，就说它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贸

易 往 来 的 重 要 商 品 等 ， 就 有 很 多 呈 现 ，

“这些内容足可以写一本书了。”电话那边

她笑着说。

是呀，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代表，瓷

器不仅是科技、艺术与文化的结晶，更蕴

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新时代，如

何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瓷器的传播与对外交流为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方李莉说。

瓷文化的古与今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近日，由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主讲的

“中国式审美——传统舞蹈的保护与非遗

的创造性转化”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

办。这是国图讲坛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之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第一讲。

活动现场，冯双白介绍了中国传统舞

蹈的类型，通过大量采风视频讲述了民间

舞蹈蕴含的生活理念和文化意义，结合案

例分析了舞蹈非遗在保护、传承和创造性

转化之路上的探索和启示。来自北京舞蹈

学院的于子轩、尚乐然同学，配合冯双白

先生的讲述展示了刀郎舞和东北秧歌。

来自深圳歌剧舞剧院的特邀嘉宾常

宏基、王沅琳，先后展示了舞剧《咏春》中

的《咏春拳》《八卦掌》《香云纱》选段，最后

以一段咏春拳和八卦掌的精彩过招将整

场活动推向了高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观众沉浸在传统舞蹈的知识和内涵之中，

近距离地感受舞蹈里蕴藏的魅力。

据悉，2024 年“非遗讲座月”围绕“保

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

章”这一主题，共策划了 6 场主题活动，从

传统舞蹈、传统医药、民间文学、传统体育、

传统戏剧等角度讲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理

论与知识。系列活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

注重呈现非遗融入当代生活、实现活态传

承方式的探索，引领公众进一步关注并参

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共享美好生活。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最早举办“非遗”

宣传与展示的文化机构之一。国图讲坛长

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工作，

2013 年推出“非遗讲座周”，2014 年拓展

为“非遗讲座月”。这是每年 6 月都会与读

者准时相见的品牌活动，也是国内定期系

统宣传非遗知识的主要平台。截至 2023

年，该项目累计策划推出非遗主题讲座展

演活动共计 87 场，深受非遗研究学者和

广大读者的认可。 （郭海瑾）

“中国式审美——传统舞蹈的保护
与非遗的创造性转化”讲座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