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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胜利在创作中宋胜利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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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瓷创意文化产业先河。

泱泱中华，以陶瓷文化享誉世
界而被冠以“China”的美称，而古都
洛阳则是陶瓷文化的故乡。从裴李
岗文化，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
里头文化，陶器制作的进步催化了
文明之花；从商周青瓷，历唐宋御
瓷，到明清民窑瓷器，洛阳瓷器见证
了中华历史的兴衰沉浮。而大唐官
窑白瓷，就是洛阳陶瓷史上一个华
丽的篇章。

大唐官窑是从北魏官窑发展而
来的。洛京窑是北魏时期官办制瓷
的地方，中国瓷器官窑之说从洛京
窑开始。清代《景德镇陶录》说，“洛
京陶。亦元魏烧造，即今河南洛阳
县也。初都云中，后迁都此，故亦曰

洛京所陶，皆供御物”。北魏元乂墓
志云：“元乂卒后，殡葬从优从，赐以
明器，发卒卫从，自都及墓。”因此北
魏贵族墓出土的随葬瓷器，是洛京
窑的“供御物”。《洛阳伽蓝记》记载，
洛阳城东北有“上高里”，乃造陶瓷
器住者居于此地，因此洛京窑应当
在这一带。洛京窑已生产中国最早
的白瓷，从出土的实物看，这些白
瓷，胎体细白，器壁厚薄均匀，器内
满釉，器外施釉过腹，已达到较高
水平。

唐代官窑仍设在洛阳，所烧瓷
器以白瓷为主。《唐六典》说，“河南
府 贡 瓷 器 ”。 河 南 府 ，即 洛 阳 。
2003 年中国社科院洛阳站在洛阳

老城区义勇街东侧发掘了一处唐
代瓷器窖藏，发掘面积达 100 平方
米，位置处于隋唐洛阳城的东城中
部偏北。这处瓷器填埋坑长宽约 3
米，坑深 1 米，出土了大量白瓷器，
瓷器均为宫廷用瓷，体量和尺寸都
较民间瓷器大很多，坑底还发现瓷
土和釉料。这次重大发现为研究
隋唐时期宫廷用瓷的烧造提供了
宝贵实物。这批出土宫廷用瓷中
有一些大型辟雍砚，在尺寸、造型、
胎釉上与 1986 年礼泉县唐长乐公
主墓出土白瓷带盖辟雍砚完全一
样，长乐公主用砚很可能也是由唐
代皇家组织工匠和原料在洛阳城
内烧造而成。这次发掘证明隋唐

洛阳城的东城是大唐官窑所在地，
其烧制的主要是白瓷。

为什么唐代官窑烧制的主要是
白瓷呢？因为如银之亮丽、如雪之
洁白，这种以洁白细腻见长的洛阳
白瓷因此成为皇帝最爱。唐代宫廷
重视医学美容，《外台秘要》记载的

“武则天炼益母草泽面方”，是武则
天时的宫廷养生美容秘方。其做法
是农历五月初五采益母草全草，经
过炮制后，“于白瓷器中，以玉锤研
细。罗又研，三日不绝。收药于瓷
器中，密盛”。可见，女皇制药和盛
药用的工具都是白瓷，足见其对瓷
器的欣赏。

在大唐时期，洛阳华贵的丝绸、
精美的白瓷，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走向遥远的国度。目前，在北非、中
亚、东亚各国都发现了大唐白瓷的
芳踪。洛阳白瓷更是沿着大运河和
黄河走遍全国。比如位于今山西平
陆县的集津仓遗址，是唐代两京漕
运的中转仓，1985年修东沿河公路
时，于此处出土唐代白瓷器多件，均
与洛阳出土的唐白瓷造型一致，明
显是洛阳烧制。

北宋时，洛阳仍是御瓷的生产

基地。《宋史·地理志》说，“河南府贡
瓷器”。位于宜阳县城关乡二里庙
一带的北宋瓷窑群就是当时代表性
的窑口之一。该遗址以烧青瓷为
主，也兼烧白瓷、白地黑花瓷、黑瓷
及黄瓷等品种。河南府汝官窑除烧
青瓷外，还烧白瓷、白花青瓷等多种
产品。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洛阳
白瓷烧制主要集中在新安县北冶至
孟津麻屯一带，这里发现大批瓷窑
遗址，所烧多为白瓷，此区域也有五
代北宋窑址。

与三彩、黑陶和澄泥砚不同，白
瓷工艺从北魏的洛京窑开始，直到
现在，一直在传承。但是，在历代白
瓷中，以大唐官窑白瓷最为名贵，其
独特的制作工艺需要进行不断地研
究，流散于各处的珍品需要认真收
集和展示。

大唐官窑白瓷是洛阳瑰丽陶瓷
史上惊鸿之一瞥，其厚重的文化需
要我们认真地挖掘，其不可估量的
文化产业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地审
视。传承大唐官窑白瓷文化，做大
做强大唐官窑白瓷产业，时不我待！

（洛阳市大唐官窑研究院秘书
长 杜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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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粮仓，在洛阳地区，能与含嘉
仓媲美的，还有位于瀍河回族区瀍河回族乡
小李村、马坡村以西的回洛仓。

1000多年前，全国各地的粮食经隋唐大
运河运抵洛阳，储存在这个国家级粮仓内。
如今，埋在黄土下的回洛仓遗址成为大运河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遗址点、隋唐
时期中国发达的南北漕运的历史见证。

隋洛阳城的“国家粮仓”
若问起回洛仓的具体位置，即使是熟悉

洛阳历史的人，恐怕也只能含糊地回答：瀍河
回族区。

今年1月，经过考古人员对整个仓窖区的
普探，最终确定了回洛仓的具体位置在小李
村、马坡村以西，呈长方形，310国道横穿而过。

近日，采访团一行探访了这座隋朝时期
洛阳城的“国家粮仓”。

“大运河申遗中国行”活动志愿者——洛
阳大唐官窑瓷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胜利
在读小学时，对于《隋唐英雄传》等书热衷不
已。书中有瓦岗军攻破洛阳回洛仓后开仓放粮
的描写，激烈、过瘾。他对此次体验十分期待。

在回洛仓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现场，市文

物管理局负责现场施工的雷正宇介绍，该工
程今年3月正式开工，目前外部装修已经完
成，施工单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在回洛仓遗址内，我们注意到，保护棚内
共有4个仓窖。雷正宇介绍，工程结束后将
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有的仓窖是全部挖
开的，为的是让参观人员对仓窖的整体情况
有所了解；有的则只开挖很小一部分，未来将
作为公众考古的一部分，邀请游客参与现场
发掘。同时，保护棚内部将来会设置一条高
5.1米的参观廊道，游客可以走上去从高处俯
瞰整个仓窖。

“回洛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起来的，
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呢？”宋胜利问。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介绍，根据史书
记载，回洛仓建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还有一种说法为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
605年），作为洛阳周边设置的第二大粮仓，
其主要任务就是服务城内的皇室和百姓。因
此，回洛仓也是隋朝时期洛阳城最重要的“国
家粮仓”之一。

储粮总量超3亿斤
历经千年沉寂，直到2004年，回洛仓才

被文物工作者发现。
专家介绍，2004 年 9 月，在一拖东方红

轮胎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工程中，考古工
作者对瀍河回族区瀍河回族乡小李村进行了
钻探，发现仓窖71座。之后，市文物部门对
其中的3座仓窖进行了发掘，遗憾的是，在3
座仓窖内均未发现粮食。

但根据当时的发掘情况，考古人员认定，
这批仓窖数量多，排列有序，形制较大，应属
国家粮库，且这处仓窖的位置与文献记载的
隋代回洛仓的大致方位基本相符。据此，专
家推断这处仓窖为隋代著名的回洛仓。

2009年7月，市文物部门首次对回洛仓
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初步明确了回洛仓遗址
的位置。

为配合大运河申遗，自去年年初起，市文
物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勘探发掘，
基本明确了回洛仓的形制及面积——东西长
1000米，南北宽355米，面积相当于50个国
际标准足球场。

通过此次发掘，考古人员初步揭开了其
建造之谜：仓窖修建初期，先在生土上挖一个
外径16米至17米、内径10米至12米、宽约3
米、深1.5米至2米的环形基槽，将基槽夯打

成坚实的仓窖口，这样修建是为了防水、防坍
塌。

回洛仓城“浮出”地面，也让仓城的真实
仓窖数量得到了初步确认。考古发现，整个
仓城内有东西成行、南北成列的仓窖 710
座。按照现有资料推算，一个内径约10米、
深约 10 米的仓窖，其储存的粮食应该在 50
万斤左右。如此推算，回洛仓储粮的总量为
3.55亿斤。

见证大运河辉煌
据史料记载，隋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瓦岗农民起义军攻破此仓，并以此为据
点进攻洛阳城。正因为回洛仓建在城外导致
的战争问题，隋亡后，唐吸取这一教训，特意
将粮仓建在了城内，也就有了名闻天下的含
嘉仓，回洛仓被废弃。回洛仓被遗弃后，其位
置和面积渐渐被遗忘。

有专家指出，回洛仓之所以可以入选大
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立即列入项目”，一
方面由于它是当时大运河辉煌的见证者；另
一方面，也因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就是漕运，而
漕运的主要物资是粮食，研究这些粮仓，对于
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更是有着非凡的价值
和意义。

市大遗址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回洛仓是
隋代大运河沿线重要的粮仓，是隋唐大运河
的实物例证之一，是隋唐时期中国南北漕运
发达的见证。回洛仓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隋唐
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制度及粮食储藏保管
等，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该负责人表示，回洛仓遗址保护展示一
期工程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按照保护
展示方案，此次主要是对现已发掘探明的西
北部4座仓窖进行保护展示。同时，对周边
那些虽未发掘但已探明的 100 多座仓窖遗
址，将栽植环形或方形灌木进行地面绿化标
识。后期，工作人员还将进行整座仓城范围
内的环境整治、征迁以及后续考古等。最终
目标是将回洛仓遗址建成集文化、休闲、旅游
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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