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途经城市

大唐官窑助力“大运河申遗中国行”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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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胜利简历
宋胜利，1976年出生于古都洛阳孟

津宋家岭。大唐官窑白瓷技艺传承人、
洛阳盛唐牡丹瓷创始人。现任洛阳市
旅游协会副会长、洛阳市工艺美术协会
副会长、洛阳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洛阳市大唐官窑研究院院长、洛阳大唐
官窑博物馆馆长。宋胜利从小受家族
传承陶瓷技艺的熏陶，刻苦钻研陶瓷造
型与烧制技艺，为永续传承宋氏家族陶
瓷制作技艺、恢复家族制作陶瓷的荣
誉，自2005年起，他先后遍访国内名窑，
多方拜师研习，经过数年潜心研究与探
索积累，终于2009年8月创造性地研发
试制出洛阳瓷花牡丹，续写了唐代白瓷
纯手工技艺断代近1300年的历史，填补
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利用唐白瓷技艺
烧制瓷花牡丹的空白，丰富发展了唐代
官窑白瓷的艺术表现形式，开了洛阳大
唐官窑白瓷创意文化产业的先河。

陶瓷，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
明创造之一，也是人类社会从蒙昧
走向文明的重要起点与标志。大
唐官窑白瓷艺术，就是源远流长的
人类陶瓷文明史上一颗辉煌灿烂
的明珠。

陶是瓷的祖先，瓷是陶的后裔，
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史料记载，距
今八九千年前，中华先民就用勤劳
和智慧发明了原始陶器，从此拉开
了以陶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中国陶文
化序幕，并孕育诞生了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姆渡文化和
洛阳二里头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
步，原始瓷从原始陶中脱颖而出。
据考古研究，夏商时期洛阳二里头
文化遗址岀土的白陶酒器和洛阳北
窑西周墓岀土的原始青瓷，为瓷器
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东汉时期，高
温青瓷烧制技术应运而生。至北
魏，雄才大略的孝文帝迁都洛阳，洛
京窑、登封窑相继诞生，高温青瓷日
臻成熟，高温白瓷凤凰涅槃。汉魏
青瓷与白瓷也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

公元618年，隋废唐兴，洛阳成
为唐帝国东都，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再度转向洛阳，洛阳陶瓷
技术与陶瓷手工业也因此得到快
速发展，唐白瓷（高温瓷）与唐三彩

（高温陶）成为大唐帝国鼎盛时期
的一个符号。贞观之治到开元盛
世期间，是中国制瓷工艺与制瓷业
的重大转型期与发展繁荣期，以京
畿洛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两岸的大
规模制瓷业格局形成。

大唐官窑唐白瓷始于初唐，主
要特征是胎薄轻巧、质地细腻，呈

纯白色，釉面滋润，釉为乳白色或
白中泛青色，除底足外均施满釉。
唐时，全国烧制白瓷最有名的窑有
四个：河北郉窑、定窑，浙江越窑以
及当时洛阳巩县的大唐官窑。《元
和郡县图志》卷五载：河南府“贡：
白瓷器”。上品专贡皇家贵族，其
他满足百姓使用。巩县古属河南
府，巩窑地处京畿之内，距东都洛
阳最近，因此备受皇家重视。据考
古资料记载，巩义白河窑出土的白
瓷与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北魏白
瓷在造型和工艺上完全一致，从而
为北魏皇室使用的白瓷提供了官
窑产地。大唐官窑白瓷的日益繁
荣，将汉魏青瓷和白瓷推向新的高
度，并以其洁白的胎质、光润的釉
面、丰满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受到
朝野上下垂青，同时沿着“丝绸之
路”远销欧亚等地，为中外文化交
流做岀了重大贡献。随着唐帝国
的没落，那曾经辉煌灿烂、风靡中
外的官窑白瓷和那神奇的土与火
炼就精品的古老绝技，被一同埋进
历史的尘埃中。

2009年8月，孟津县宋胜利先
生，成功挖掘恢复了断代千年的古

老工艺。近十年来，他怀揣“重新
振兴大唐官窑”的梦想，遍访国内
名窑，多方拜师研习，历尽千辛万
苦，潜心探索磨砺，创造性地研发
试制出洛阳大唐官窑白瓷牡丹系
列工艺美术品，续写了唐代白瓷纯
手工技艺断代近 1300 年的历史。
这一成功，填补了中国陶瓷发展史
上利用唐代官窑白瓷技艺烧制瓷
花牡丹的空白，丰富发展了唐代官
窑白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开了洛
阳大唐官窑白瓷创意文化产业的
先河。

如今，为更好地向世人展示唐
代官窑白瓷的艺术魅力，洛阳大唐
官窑瓷业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洛阳
大唐官窑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唯一专门系
统陈列展示唐代官窑白瓷历史渊
源、传统技艺、文物真品、高仿复
制、现代工艺的高端博物馆。

该博物馆的成立，将为大唐官
窑白瓷展示、技艺交流、文化传播
打造良好的平台，带动大唐官窑白
瓷技艺走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推
动中华制瓷技艺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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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大运河申遗中国行”

河为运而凿，运为粮而通。作为一条生命线，大运河
的主要功能是漕运，漕运的主要物资是粮食。隋唐时期，
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航运中枢，集中
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漕粮。此次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大运
河申遗中国行”大型采访活动的第一站，采访有唐朝“天
下第一粮仓”之称的含嘉仓。

天下第一粮仓 数百粮窖列其中
作为“大运河申遗中国行”大型采访活动的志愿者，

洛阳大唐官窑瓷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胜利分段体验
了此次采访活动。

我们沿环城北路来到谷仓街，沿谷仓街往里走，一
道斜坡通向原洛阳车辆段的大门。沿坡道上行，眼前
出现一扇铁门，铁门附近有一块石碑，刻着“含嘉仓遗
址”几个大字。走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大型仓
窖遗址。该遗址就是入选大运河申遗的含嘉仓 160 号仓
窖遗址。

“现场参观‘天下第一粮仓’，了解古运河的历史文
化，身临其境的感觉很震撼。”俯视空间部分深度超过10
米的粮窖，宋胜利说。

对于含嘉仓的情况，宋胜利也有了解。他说，20世纪
60年代末，焦枝铁路动工兴建。洛阳车辆段工程的开工，
让1000多年前的天下粮仓重见天日。

“最初发掘时，考古人员还以为发现的是西周墓地。”
市大遗址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直到其中一座“墓”内出土
了记载有“含嘉仓”等字样的铭文砖及粮窖的位置和粮食
品种、数量等时，考古人员才改变了此发掘地为西周墓地
的看法。经过考古人员多次发掘，这处发掘现场最终被
确认为隋唐时期的粮仓——含嘉仓。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含嘉仓遗址共发现仓窖
287座，它们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遗址南北长
700多米，东西宽600多米，四周有城墙和城门，内部有
十字形道路，由仓窖区、生活管理区和漕运码头区等组
成，是隋唐东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全国主要
大 型 粮 仓 的 储 粮 总 数 为 12656620 石 ，含 嘉 仓 就 有
5833400石，占近1/2，含嘉仓因此成为“天下第一粮仓”。

粮窖储粮有绝招 千年谷粒可发芽
记者了解到，20世纪70年代，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

准后，含嘉仓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经发掘，考古人员
发现含嘉仓遗址内粮窖的形制、结构等基本相同，基本为
口径12米，均口大底小，呈圆缸形。

专家介绍，古人在修建含嘉仓时，先将窖壁挖好后用
火烘干，把草木灰顺势摊在窖底，上铺木板，木板之上铺
席子，席上垫谷糠后再铺席子；窖壁也用两层席子夹一层

糠，里面装粮食，离地面半米处同样用“席子夹糠”法覆
盖，然后封土才算完工。

在被发现的粮窖中，除160号仓窖内保存着一部分
粮食外，其余全为空窖。而这些粮食足以令世人惊叹：被
发掘时，窖里的粮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发黄。
考古工作者利用仪器检测发现，这些粮食颗粒48%被碳
化，52%是有机物。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粮窖的木板缝隙中，有一些谷
子样的颗粒，头一天取出来，第二天竟然发芽了！后来有
人拿了一些颗粒送到原洛阳农科所培养，第二年它们竟
长到膝盖高，还结出了果实。

经过细致发掘，考古专家发现了这些粮窖设计、建造
的奥秘。含嘉仓设计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选址在地势
高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土质干燥，水位低，利于储粮。更
重要的是，这些粮窖的结构十分科学，人们在冬季封存粮
食时，用“席子夹糠”法使粮窖隔湿保温。如此储粮，粮食
不易发热、发芽、腐烂，可以保存5年至9年。

联系全国各地 见证枢纽地位
有专家认为，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建筑当数粮仓，尤其

是经过考古发掘的含嘉仓，对于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更
是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市文物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含嘉仓始建于隋，

历经隋、唐、北宋3个朝代，沿用500余年。按照史书记
载，含嘉仓粮窖分布密集，东西排列成行，总数有400座
左右。

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记载的粮食来
源地，有南方的苏州、滁州、楚州和北方的邢州、冀州、德
州等，由此可以看出，含嘉仓可谓隋唐大运河上联系全国
各地的漕运枢纽。

“身居洛阳的隋炀帝下旨号召开凿了大运河，从这个
意义上讲，洛阳就是隋唐大运河的起源地。没有东都洛
阳，或许就没有大运河的开建。”宋胜利说，隋唐时期，漕
运是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对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也有
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上的大唐官窑白瓷产品，当
年就是从洛阳出发，沿着著名的大运河，被输送到全国各
地及海外。

唐代后期，由于隋唐大运河水量逐渐减小，漕运效率
降低，粮窖大多被废弃，含嘉仓的利用率也大为降低，宋
末战乱被废弃。

市大遗址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启动了含嘉
仓160号仓窖保护展厅改建工程，将结合遗址保护展厅
对含嘉仓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陈列展示，对仓城格局进
行地面标示展示，并将配套建设一些服务设施，从而更好
地进行保护展示，助力大运河申遗。

本报记者 戚帅华/文 鲁博/图

含嘉仓：天下第一粮仓 运河漕运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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