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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王建保

对洪塘窑，以往所知甚少。
第一次听说洪塘窑是栗建

安先生向中国收藏家协会推荐
一位会员，就是《洪塘窑》的作
者李而武先生，介绍情况时提
及李先生收藏了不少洪塘窑器
物。笔者因为对南方窑口特别
是福建窑口的研究不够，也就
没有深究。

第二次谈及洪塘窑，是和
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李仲谋馆
长闲聊未知窑口的故事，我惭
愧所知甚少，李馆长坦言对于
洪塘窑也是深入福建工作时才
了解的。

由此看来，洪塘窑的美誉
度还有充分的成长空间。不能
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诚如李
榕青先生所云在故乡热土“浑
然不觉”。更不能远在海外“已
成王者”后反哺原点，这样会使
学界人士感到惊奇。当然，深
入研究类似洪塘窑这样的小众
窑口产品，也将成为学术界的
必要和趋势。在此背景下，出
版一本全面介绍洪塘窑的著
作，堪称恰逢其时、十分必要。

展开图文并茂的《洪塘窑》
书稿，令我耳目一新、心头一
热。首先是图片质量相当好，
不知道是否浅陋，对于出版物
的图片我是比较敏感的。其内
容编排形式也比一般的文物图
录灵动一些，颇具美感。不管
是我还是其他读者，在没有机
会接触实物之时，多是从著述
中了解这些器物。高质量的图
片，给予了大家不少方便。其
中一件器物的底部（图1），清
洗得一尘不染，图片高度还原
后，底部的线割痕、支烧点以及
黏附的沙粒都清清楚楚，令人
叹服。若非有心之人，断无此
等功夫，更无精妙如斯。我清
洗过不少古陶瓷标本，对于此
类吸水性较强的标本，仅靠人
工很难清洗干净，即便使用超
声波清洗机也非易事，更遑论
纤毫毕现的程度了。再则一幅
表现窑变的图片（图2），将釉
面在熔融状态下自然流动、不
同层次的色彩表现得斑斓绚
丽，俨然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
画。如此纯熟的图片语言表现
形式，一般说来需要同时具备
几个条件：一是非常洁净的标
本，二是高度精细的原始图片，
三是近乎完美的构图形式，四
是美术编辑高度还原的专业水
平。如此得来的图片无需赘
言，其内涵一目了然。

由此可以看出李而武先生
对于洪塘窑倾注的心力和情
感，令我等自愧不如。

《洪塘窑》书稿中除了概述
性质的《洪塘窑：走向世界的福
州陶瓷美学》外，还搜集了对洪
塘窑深度研究的中国学者栗建
安先生《福州地区薄胎酱釉器
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李榕青先
生《浑然不觉，已成王者》，日本
学者田中克子先生《博多出土
的唐物茶入》、谷晃先生《日本
对中国制茶罐的分类与受容》、
稻垣正宏先生《关于日本国内
遗址出土的中国产茶入》等重
要文献。

本书作者以《洪塘窑：走向
世界的福州陶瓷美学》为题，从
洪塘窑的命名来历、文化溯源、
在国际茶道界的意义、制作工
艺及器型分类以及洪塘窑的生
活美学和传承发展各个方面，
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洪塘窑的时
代背景、器物学特征和文化内
涵，虽有提升到美学高度的赞
誉之情，亦不失客观全面的严
谨态度。

栗建安先生将福州城市遗
址考古发掘出土、洪塘窑址调
查采集，以及福州私人收藏的
薄胎酱釉器作了全面介绍，并
对这些薄胎酱釉器的种类、形
制和它们的制作、烧成等工艺
特征作了翔实的分析，认为福
州地区发现的薄胎酱釉器的年
代应可以推定为南宋至元代，
即12世纪至14世纪前半期。

李榕青先生回顾了20世
纪90年代末以来中日文化交
流引发福州洪塘窑薄胎酱釉器
的考古资料受到东亚陶瓷学界
重视的历史片段，结合中日研

究茶道历史文献资料与中日韩
考古发掘成果，系统还原了洪
塘窑薄胎酱釉小罐进入日本茶
道后跌宕起伏的历史概况。

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田
中克子先生认为日本博多遗址
群以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茶入”
状容器，小部分是本国制的器
物，其他的极可能都是中国制
的。被认为是中国制的器物大
多数都为薄胎，胎体总体上呈
带灰色的赤褐色，使用极其精
细且光滑的高黏性土，施以不
透明的褐色或酱色釉的罐类器
为特征。

日本学者谷晃先生认为洪
塘窑绝对有制作生产茶罐，并
推断其中有一部分被输出到日
本。但无法断定日本传世的茶
罐皆洪塘窑所制，因为不得不
考虑到尚有其他窑口存在的可
能性。

稻垣正宏先生根据中国产
茶入出土遗址的分布情况和器
型分析，探讨了在日本国内遗
址出土茶入的一些问题。

通过学习上述大家的研究
成果，我对洪塘窑有了一个基
本印象：

洪塘窑址位于福州市西
部、南台岛的西北部，因其所在
地原属洪塘村而得名。洪塘窑
薄胎酱釉器特指一种细泥胎
质、薄胎、施釉、高温烧成的陶
器，器类主要有罐、钵、盆、铫、
水注、执壶、水浇、香熏、灯盏、
器盖等，代表性器物是小罐（图
3）。

小罐的造型，口沿外翻或
外卷，矮直颈或斜颈、鼓腹，平
底或平底微凹；多数造型规整，
口、颈、肩、腹的转接处线条处

理恰当、流畅，毫无凝滞、粗涩
之感。常在器物的外口沿下、
颈下或腹中线处刻一道宽约1
毫米的凹弦纹。多施酱褐色或
黑色釉，个别施青釉，大部分器
物的肩、腹部有流釉痕，部分器
物的釉面还呈现不规则的蓝
色、银灰色的“窑变”斑块。小
罐的装烧，一般是用泥点支烧
法，即将小泥块或泥团制成的
支钉，垫于器物的底部，置于窑
具上支烧。此外，还发现有的
器物内底面也有支钉痕，说明
有些小件器物是用套烧的方
法。

栗建安先生对居住遗址、
寺院遗址和古墓葬出土薄胎酱
釉小罐研究后，推测这类器皿
主要用于存放较常用且价值较
高并需要密封防潮及避免异味
影响的生活物品（如药材、香
料、茶叶等）。

2005年，日本根津美术馆
举办“唐物茶入”展，出版精装
《唐物茶入》图录与论文，根津
美术馆副馆长西田宏子先生在
序言里提到：建盏的美在全世
界被认定，相对而言，唐物茶入
的美却只在日本被认定。以前
茶入是以文献研究为主，最近
学界关注其生产地、何时输入
等新的问题。在日本的“唐物
茶入”被爱惜、珍藏，由鉴赏的
人（古代名人）制定了审美的规
范。

2012年 9月，浙江省博物
馆与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合作
举办“大元帆影——韩国新安
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并出版
图录，展出了一件沉船出水的
卷沿、短颈、鼓腹的酱釉小罐，
第一次注明为“洪塘窑黑釉小
罐”（图4）。犹如飘荡远方的
浮萍，历经600多年的沉寂，终
于复活、魂归故里：曾经凄美婉
转的故事主角儿，瞬间灵性归
位。

考古学者常说“透物见
人”，而我是先看到实物的影
子，同时拜读大家学者的研究
成果。透过实物的影子，初觉
质朴、敦厚，细读恬静、幽美，领
略其含蓄意韵、精华内涵，实实
在在有一种伸手触摸的冲动。

李而武先生的情怀凝聚在
洪塘窑，也成就了《洪塘窑》，堪
称中国民间收藏出版物的新高
度。一般收藏家出版的藏品图
录，就是概述和图片，有的甚至
连概述都没有，很少做研究的，
更谈不上达到“美学”的高度。
《洪塘窑》面世之后，将会给有
出版想法的收藏家构筑一个模

式，搭建一个高度，是研究型收
藏参照的一个经典案例。

而这一切，均源于李而武
先生的体悟和自觉。李先生是
一位企业家，又是一位富有情
怀、独具眼光的收藏家。一个
企业家，不一定喜欢收藏，他们
可能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排遣
方式，譬如养一个艺术团也是
可能的。李先生将其商界的成
功转化为对当地古代陶瓷文化
的热情，仅此情怀便足够感
人。可以想见的是，李先生最
初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收
藏了不少宋元时期的器物。随
着收藏阅历的丰富和认知深
入，逐渐形成了以洪塘窑为主
流的收藏系列，这是一个收藏
家一般都要经过的心路历程和
社会实践。其洪塘窑收藏以及
《洪塘窑》一书出版发行，在一
定程度上会引发、推动关于洪
塘窑的讨论和研究。同时，李
先生是一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的收藏家。作为一个企业家，
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多是捐款
捐物，扶危济困、救灾解难。那
么作为一个收藏家如何承担社
会责任呢？李先生2018年 10
月捐赠福建闽江学院100件闽
江流域宋元瓷器，并受聘担任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导师；
2020年8月捐赠连江县义窑博
物馆宋代瓷器50件，积极推广
闽江流域宋代陶瓷文化。

我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收
藏家的情怀与社会责任，并非
动员所有的收藏家都要捐赠，
毕竟收藏家的藏品也不是大风
刮来的，但是收藏家主动拥抱
社会、投身于地方文化经济建
设，捐赠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方
式之一。

栗建安先生是知名学者，
从新石器时代挖到民国，从山
上挖到水下，“挖坑”无穷、硕果
累累。在洪塘窑研究过程中，
客观采信民间藏品，不仅丰富
了研究资料，也充分肯定了“作
为保存文物重要途径之一的民
间收藏，也显示出它的特殊作
用”。栗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
态度，令我肃然起敬。

像栗先生这般良师益友，
还是我们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陶
瓷学术研究委员会的名誉会
长，嘱我为本书作序，使我诚惶
诚恐，但又不敢推辞。这样的
命题作文，即便有压力，也要对
得起栗先生的信任。另外，李
而武先生是我们中国收藏家协
会古陶瓷学术研究委员会
2023 年通过层层选拔出来的
委员，为委员服务也是义不容
辞的。虽然很想写一点儿好看
的文字，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是匆匆草就。所以不敢称
序，勉强算是本书最早的读者
之一，有所思有所感罢了。也
算是领略洪塘窑大美不言的初
步认知吧。

（特别说明：本文内容所涉
洪塘窑的研究资料，均来自《洪
塘窑》辑录的文献。鉴于本文
具有引言性质，故未一一标注
出处，恳请原作者见谅。另外，
感谢栗建安先生对小文相关内
容的审定）

图1 鼓腹式小罐底部
采自《洪塘窑》图片

图 3 鼓腹式小罐
采自《洪塘窑》图片

图4 洪塘窑黑釉小罐 采自《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
船出水文物精华》227页

初识洪塘窑

图2 饭胴（钟杯）釉 采自《洪塘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