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青瓷瓿
“株洲第一瓷”的前世今生

郭 亮

众所周知，“中国”一词的英译“China”，若将首字母“C”小写，便是瓷器之意。在西方人眼中，那些精细华美、光泽细腻的瓷器是

只属于那个神秘的东方古老国度才能产生的艺术品，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在瓷器制作方面的源远流长及高超的艺术水准。

世人惯将“陶瓷”并称，其实，陶与瓷是两类不同的物事。从发展时间来看，是先有陶，而后有瓷，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陶器用

粘土为胎，经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干燥后再入窑烧制而成（新石器时代也有直接堆烧的，火候不高）；而瓷器则由瓷石、高岭

土等制坯，以更高的温度烧制的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于华夏土地之上的先民们已开始大规模

制作并使用陶器，株洲的磨山遗址中就出土有白陶盘。而在商代中晚期，原始的不同于陶器胎体硬度的青瓷器便已开始出现，直到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成工艺更为复杂、成品也更为精美的瓷器精品，“China”之意也因之而来。

湘东株洲，有悠久的瓷器制作传统，下辖的醴陵更是被称为“瓷城”，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美誉。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醴陵

便有了较大规模的专门从事瓷器烧造的窑址，一般人也将醴陵瓷器的最早出现时间定为东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醴陵出现较大

规模的瓷器烧造作坊之前，湘东民间就有较为粗粝的原始瓷器出产——原始瓷与东汉瓷相比，气孔大，杂质多，釉色不稳定，吸水率

比较高——尽管其工艺水平及审美高度远不及日后蜚声国际的醴陵名瓷，但其形制已完全与粘土拓成并烧制的粗陶区分开来，可以

视之为陶器向瓷器进化的过渡产品，亦可视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粗陶形制的新产品，譬如株洲博物馆馆藏的那件被誉为“株洲

第一瓷”的青瓷瓿。

瓿，音 bu，去声，古容器名，意同小瓮，形制一般为圆口、深腹、圈足，常用于盛酒或水，亦可用于食物之盛放，湖南人惯于在夏日

将当季菜蔬汆水后拌盐晒干，再入瓮贮藏数日，便成咸酸可口之“扑菜”系列——扑辣椒、扑豆角、扑蕹菜之属——有民俗学者考证，

“扑菜”之“扑”，当为“瓿”之音转，意即用瓿盛放保存之菜肴，正可反证此菜肴制作方式的源远流长。当然，这都是与主旨无关的闲

话，我们继续来谈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瓷瓿。

该青瓷瓿 2015 年出土于茶陵晓塘古城的军卒合葬墓，距今约 2300 年，瓷土作胎，圆口圈足，表面施石灰釉，扣之清脆有声，

显然系 1200 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尽管表面稍过毛躁，远不如我们后世惯常所见的瓷器那般平整光滑有光泽，但比之同时

期出土的以粘土拓成烧制的粗陶而言，明显已是划时代的“新产品”，文物工作者将之视为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产品显然

过于审慎，归类为早期原始青瓷倒也算恰如其分。这也是目前株洲地区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件瓷器，故坊间有“株洲

第一瓷”之美誉。

前已说过，瓷器是由陶器演进而来，早期先民在制陶时，只是将随手可及的黄土搅合成泥，然后烧制出简单的陶

器。之后，随着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发展，先民们学会了有选择性地使用土料：用淘洗过的土料做成细泥陶器，如盘、

碗等食具，以掺加沙砾的土料做成夹砂陶器，如罐等大型容器。至商周时期，随着陶匠们对各种土料的认识日益

加深，人们发现使用高岭土烧制的陶器质地紧密，胎体坚硬，吸水率低，实用性大大增强。再后来，人们无意中

发现用高岭土制作的陶器在入窑以更高的温度烧制后，器壁上会有一些闪亮的东西。经过反复观察，这些

闪亮的东西来自烧窑用的草木燃料其灰尘落在陶坯上所形成。于是，人们把草木灰与水调和成浆状涂

刷在陶坯表面，经烧制后陶器器表有了一层光亮的玻璃质，人们称其为“釉”......这便是最早的原始瓷

器，成型时间大概在商周时期，而西方却迟至 16、17 世纪才发现高岭土烧制瓷器的秘密，比之我国

晚了近 3000 年。

湘东地区由陶器到瓷器的演化，大抵也遵循了这样的路径，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

代中期，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先民已开始制作品类、形制各异的各式陶器，现今

探明的磨山（渌口区）、独岭坳（茶陵县）等考古遗址中，便发现了大量的各式

陶器，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

瓷瓿，出土地茶陵晓塘古城及周边墓葬曾被评为“湖南省

十年（2006—2015 年）重要考古发现”，年代则为战国中

晚期，距今约 2300 年。这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晚期之

前，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先民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并

使用已不同于陶器的原始青瓷——出土此瓷之墓葬

为军卒合葬墓，若非大规模生产，处于社会底层的

军卒之士是无法享用的，更遑论以之随葬——至于

是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先民在漫长的烧制陶器的

过程中独自摸索出来，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经

由“技术交流”而发展起来，那就见仁见智了。

既然居于茶陵晓塘古城之上的先民在战国中晚期

已能大规模制作原始的青瓷器，那我们也大可沿着如下

的路径继续推演下去：先民们在掌握了原始瓷的烧造技

术后，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不断精进，慢慢通过控制釉料

中氧化铁等金属物质的比例，实现了对瓷器颜色的把控（铁

含量少颜色淡、反之则深），又通过对坯料的选用、成型、窑炉结

构等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终于于东汉中晚期完成从原始瓷到现

代意义上的瓷器的转化——就在 7月，新华社有报道称，考古人员

近日在醴陵市左权镇永兴村石坑组易家山西北坡发现一处窑址，

通过对比分析，初步判断该窑址的建造年代为东汉中晚期，距今约

1900 年，这也更新了以往对醴陵制瓷历史的认知，即早在东汉时期

醴陵渌水流域就有成规模制作生活用瓷和硬陶器的传统。

湘东地区，尤其是醴陵辉煌灿烂的瓷器文化，亦可自此找到渊源。

SHEN NONG CHENG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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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芗陔
齐白石的株洲师父

马立明

“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以诗、书、画、印名扬

天下，特别是他的画，更是家喻户晓。

古人云：“古之学者必有师。”齐白石的画画得

好，也是拜了师的。他最初的老师，就是株洲渌口

区朱亭镇花钿人萧芗陔。

萧芗陔，名传鑫，“湖南湘潭朱亭（今属株洲渌

口区）人。纸扎匠出身，能画山水、人物及花卉。会

作诗、装裱，画人像堪称绝技，独步一时。光绪十四

年（1888 年）收齐白石为徒，尽传其法。后又教齐

白石装裱。”(见中华书局 2004 年出版《齐白石辞

典·萧芗陔》条)

光绪十四年（1888 年），齐白石二十六岁，在

乡下做雕花活儿之余，临摹《芥子园画谱》小有所

成，常有主家在其完活儿之后央其画画，以神像功

对居多。一天，好友齐铁珊找到齐白石，跟他说：

“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

不拜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齐白石

早知萧芗陔之名，听好友如此说，便有些动心，不

久，“萧芗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我画了一

幅李铁拐像，送给他看，并托铁珊、公甫叔侄俩，代

我去说，愿意拜他为师。居然一说就合，等他完工

回去，我就到家去，正式拜师。”多年之

后，齐白石在自述稿中如是追述。

齐白石当时家住湘潭白石铺星斗塘，

距萧芗陔住的朱亭花钿足有一百来里地，

拜师一事也是颇费周章，据齐白石的第三

孙齐佛来在《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一书中

介绍，萧芗陔约定齐白石这年春节到他家

拜师，不想头一天晚上下了场大雪，齐白

石夫人忧心雪天行脚不方便，便劝齐白石

等天晴再去。齐白石则说，“好不容易找到一

位称心的师傅，拜师的日期又是我亲口答应

的 ，岂 能 随 便 失 信 ！”次 日 一 大 早 ，天 刚 蒙 蒙

亮，齐白石便“穿着木屐，打着雨伞，提着礼物，

按原计划直奔朱亭。傍晚前，虽赶到萧家，但两只

脚却被木屐打得全是血泡，泥浆直溅到背心，棉袄

都让汗水湿透了。”(见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

版《我的祖父白石老人》)

齐白石称自己拜师后，萧芗陔师傅“把拿手本

领，都教给了我，我得他的益处不少。他又介绍他

的朋友文少可和我相识，文少可也是个画像名手，

家住在小花石。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他的得意手

法，都端给我看，指点得很明白。我对于文少可，也

很佩服，只是没有拜他为师。我认识了他们二位，

画像这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见天津人民出版

社 2015 年出版《齐白石自述：画出苦滋味》)

书中所言“小花石”，清时隶属湘潭县，今属渌

口区龙船镇，可见，文少可也称得上是齐白石的又

一位株洲老师。

那个年代，乡下基本上没有照相这个行当。人

们要留像存世，只好找乡间画师“描容”。“描容”，

就是描画人的容貌。有钱的人家，生前就叫画师画

上几幅；死了的，也要画一幅遗容。齐白石就凭借

从萧、文二师那里学到的这门手艺，开始干画像这

一行了。“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二两银子，价码不

算太少。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往往在画像之

外，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

……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

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

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送我四

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

雕花多，而且还省事，因此，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

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齐白石跟萧芗陔学会了画像后，又拜湘潭有

名的绅士胡沁园为师。萧芗陔因会装裱，故也常常

被胡沁园请到家里来一面裱画，一面教他的大公

子胡仙逋学习装裱。这时，胡沁园关切地对齐白

石说：“濒生，你也可以学学。你是一个画家，学

会了，装裱自己的东西，就方便些。给人家做做

活，也可以作为副业谋生。”“沁园师处处为我打

算，真是无微不至。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

同仙逋跟着萧师傅，从托纸到上轴，一层一层的

手续，都学会了。”

字画装裱，很有学问。一般的裱画师，只会装裱

新画，不会揭裱旧画。而“萧师傅是个全才，裱新画是

小试其技，揭裱旧画是他的拿手本领。我跟他学了不

少日子，把揭裱旧画的手艺也学会了。”（见天津人民

出版社2015年出版《齐白石自述：画出苦滋味》）

齐白石晚年，有一天徐悲鸿特意带着装裱名

师刘金涛去见他，当徐先生介绍刘金涛是位手艺

不错的装裱师时，齐白石兴奋地拉着金涛的手说：

“好啊！咱俩是同行呢。在湖南，我跟一位裱画师学

装裱，学了七年。”接着，白石老人从柜子里取出仅

存的、亲手装裱的《乌鸦图》和《扶梦还家》两幅画

给徐先生和刘金涛看，并谦虚地说：“裱的还行

吗？”金涛忙回道：“您画好，裱工也好，人品更好。”

徐先生在旁笑道：“‘三分画，七分裱’十分都让您

占了，我永远赶不上您！”

当我第一次站在攸县鸾山镇上垅村八福

垅水渠边，看到那一渠碧水奔涌向前时，禁不

住惊叹：天呐，怎么有这么多这么清的水！

山峦被一场夜雨洗得青翠，缥缈的薄雾

似半透明的纱巾，随意地缠在山腰，一只白鹭

在溪边悠闲地蹦来蹦去，遇路人便腾空而起

翔进蓝天，顷刻只留下一对模糊的翅膀。

在这样的一个晨曦，我们开始了溯溪之

旅。入小径，野草蓬勃成一条条绿长毯，肆意

地铺在两旁；野花灿烂成一簇簇火焰，与骄阳

同框展示着浓烈。微风轻拂中，侧耳细听，隐

隐约约的流泉声，如梦境般传入耳际，空灵而

幽寂。临谷底，便有清风悠悠而来，钻入鼻孔，

顺入胸腔，润肺而去。拨开草丛，一条小溪横

在眼前:一浪一浪碧绿的水自高远处的山谷奔

来，时而幽幽低吟，时而飞泻直下，不时撞击

在巨石之上，绽开一朵朵飞溅的水花，水花在

艳阳摩挲中闪烁着耀眼的白金般的光芒。

我们全副武装，换了溯溪鞋，拄了登山

杖，有人还戴了安全帽。入水，顿觉一股清凉

迅速由脚踝袭入脑门，三伏天居然打起了寒

颤。在奔突的浪花中一步一挪逆流而上，不时

可见圆溜乌亮的巨石横卧其间，一半在水上，

一半在水下。那些巨石就像山里的汉子，裸露

着黝黑而坚实的脊梁，粗犷而又率性。往深处

走，两岸丛林莽莽，一株株古树昂首挺立，撑

开一把把巨伞，把整个溪水揽入怀中，遮天蔽

日；偶有一缕阳光漏下，便斑驳成一根根金线

银线，在水面轻盈浮动。溪水声、鸟鸣声、人叫

声此起彼伏，交汇成旋律优美的山谷畅想曲，

一波一波盘旋入耳，仿若身处金色的维也纳

音乐大厅。

至溪水宽缓处，游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

脚步，或倚着巨石小憩，或干脆浸于水中，啤酒

就着烧烤，大快朵颐，一个个活脱水中神仙。有

人说，不在溪里摔一跤，就白来八福垅了。同伴

中鲜有不湿身者，有的就褪了上衣，用石块围

堵成水潭，潭水上涨，游起了野泳，胆大者则站

在石块上跳入水中，玩得甚嗨。孩子们一边摸

着鱼虾，一边用水枪打着水仗。溪水上方用来

发电的水渠里更是充溢新奇，十余人一个挨着

一个骑在自带的皮筏子上，随波逐流，尖叫声、

疯笑声一浪赶一浪，响彻着整个山谷……

从溪底上岸，沿蜿蜒而上的山路攀爬，翻

过一座山，下到山腰，便到了当地饮用水源的

取水口。凝神张望，一股清泉从岩洞奔涌泻

出，携来凉风阵阵，飞溅的水雾喷在脸上，渗

入毛孔，整个身心便浸在凉爽的气息里，人霎

时精神了。双手掬起一捧水送入嘴中，入喉便

觉清甜凛冽透心凉。同行中有位资深茶友，突

发奇想，随手在水旁摘了几片野茶，放入盛满

泉水的杯中，茶叶竟在杯中娉娉婷婷地立了

起来，品上一口，绝不亚于茶馆用沸水冲泡的

上等好茶。众人纷纷效仿，泉边便泛起一片惊

叹的啧啧声。

向导王师傅告诉我们，八福垅的灵魂是

山谷最深处的白龙潭瀑布。因山高路陡，大多

数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勇毅的探险者才能

不惧艰难地抵达。我素有睁一只眼看风景、闭

一只眼窥心灵的定力，无论旅途中遭遇怎样

的悬崖峭壁，都想着去追寻最美的风景。

在向导的牵引下，我奋力翻过两座山，历

时两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但见一片巨大的瀑

布从三四十米高的山崖上奔泻而下，水雾在

阳光的照射下，幻化成一个个奇特的花环，一

轮又一轮冉冉升起，又悠悠散落开来，撒向水

潭周遭。水潭清澈见底，偶有娃娃鱼游走。有

人光着膀子叫喊着冲进水雾，任由它从头到

脚淋透。我静静地躺在石块上，一任飞泉溅湿

肌肤，溅湿思绪一一倾听着来自山谷浑厚而

清朗的声音，灵与肉融合在它抱朴守拙的深

处，在宁静和激越里轮回。

树有根，水有源。好水自然离不开好山，八

福垅景区内拥有 9座海拔 1000米以上的高山，

近 10 万亩原始次生林；10 公里的高山流水峡

谷；平均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 10000个，是

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眼下又正在

打造集休闲、康养、旅游于一体的多功能的特

色小镇。随着旅游休闲业的升温，“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八福垅必将走出山野，定格为一幅辉

煌壮丽的画卷，翩跹在旅者的诗和远方。

株洲文脉

溯溪八福垅
陈易帜

溯溪的游客在潭中小憩

八福垅原始次生林

文物名：战国青瓷瓿

年代：战国中晚期

出土年代：2015 年

出土地点：茶陵晓塘古城

规制：口径 10.5厘米，底径 12.5厘米，高 15厘米

馆藏地：株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