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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灵动的小花“盛开”在
印花瓷碗底，反映出元代审美向
世俗化生活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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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圣杯屿水下考古队成员为市民讲解

市民通过水下考古设备陈列、图片展示等了解水下考古勘测、打捞等工作

元龙泉窑青釉印花花口瓷碗，花纹清晰
而生动。

元龙泉窑青釉刻划花瓷碗

元龙泉窑青釉印花花口瓷盘

数百年前的瓷器展露真容

在高足杯（右）的外腹口沿下，清晰地看
到5条横线贯穿周遭，再加3道类似音符的短
斜线点缀，“五线谱纹”成了人们对此类纹样
的通俗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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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瓷盘

如果不是一场
名震全国的水下考古，
圣杯屿这个名字，还只是漳
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杏仔村东南部
海面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岛礁。而如
今，圣杯屿这片海域作为元代海船遗址，成为见证几个世纪
之前海运盛景的关键所在。

古时，这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南洋航线和东洋航线的
交汇处。700多年前，一艘满载龙泉窑瓷器的元代船只，乘风
破浪在圣杯屿海域时沉没，从此深埋海底。700多年后，经过
文物考古人员多年不懈地探测、发掘，商船的神秘面纱被层
层揭开，船上的瓷器“真容”重现世人面前。

9月 21日，“海贸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
下考古成果展”在漳州市博物馆开展。碗、盏、盘、高足杯、香
炉……约320件来自古雷圣杯屿海域沉船中的龙泉窑瓷器，
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样子呈现在眼前。龙泉窑青瓷
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符号之一。漳
州古雷圣杯屿海船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
海船遗址，出水瓷器不乏精品，研究价值高，是我国海上丝
绸之路高峰期—元代中晚期海上贸易的典型代表。在此前
的调查阶段，已采集近700件标本，均为龙泉窑瓷器，有很高
的研究价值。2022年，漳州古雷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考古发
掘项目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
规划》，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考古发掘计划。9月，圣杯
屿水下考古正式开始发掘提取文物。

在此次水下考古成果展中，从精巧的“双鱼洗”到灵动
的“五线谱”高足杯，再到“百花绽放”的印花瓷盘，每一件初
看平平无奇的龙泉窑青瓷瓷器中，蕴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
审美意趣，也向我们描绘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
国商”的繁盛景象。

当“五线谱”出现在元代龙泉窑青瓷上，几个世纪前的
审美意趣被刻画进文物，彰显着文明的厚重与隽永。元龙泉
窑青釉印花高足杯，外腹口沿下，5条横线贯穿周遭，再加 3
道类似音符的短斜线点缀，形神相似，“五线谱纹”成了人们
对此类纹样的通俗称谓。这一技法也成了圣杯屿元代海船
水下遗址的时代标签。

如果说“五线谱纹”走写意路线，那么花纹装扮龙泉瓷
则更需写实。绽放的小菊花，“盛开”在瓷碗内底部。不同于
宋代龙泉瓷造型古朴端庄、青翠釉层少有装饰、审美意趣追
求简约雅致，这些绽放的小花，反映出元代审美向世俗化、
生活化的变迁。

并排而列的两件龙泉窑青釉折沿瓷碟，只有成年人手
掌大，敞口、折沿、弧壁、圈足。其中的“双鱼洗”，内底模印两
条游鱼，是古雷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出水的精品器物之一。
与它同款的另一件“洗”，内底的游鱼被胎体取代。由于元代
龙泉窑为实现批量生产以满足海外市场需求，多采用叠烧
工艺，上层器物圈足和下层器物内底，常常刮掉釉料，以此
防止粘连。留下的这枚砖红色斑点，在专家看来正是 700年
前元代外销瓷的时代印记。

而一些体型偏大的瓷盘，在一堆碗碟中显得格外醒目。
因为在元代，龙泉窑外销迎来鼎盛时期，窑厂开始有意识地
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偏好来生产定制瓷器，比如
受到西亚中东围坐吃饭的习俗影响，远销到中东地区形体
硕大的盘、碗，成了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专家表示，这个时
期的龙泉窑在中国外销瓷器中所占比例，在环印度洋地区
达到80%—90%，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达到50%—60%，深受海
外使用地民众的喜爱。

或许这些杯盘碗碟们自己也想不到，在海底沉睡数百
年后，一觉醒来，竟从商品变身成了文物，担当起历史讲解
的角色。我们有幸在几个世纪后的今天相遇，并开启穿越古
今的对话，套用一句俗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本报记者 张 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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