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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珠光青瓷故乡——同安窑》《同安窑系——
珠光青瓷》作者杜志政

揭秘珠光青瓷背后故事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影视
动画学院专任教师谷五兰：

校企共建
促陶艺发展

声 音

为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双向并行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企

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学生

实习实训、未来就业提供更多渠

道，自2018年起，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校企共建的陶艺大师工作室在

南校区投用。工作室面积约300

平方米，系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引

进丹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双

方共建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工作室投用时邀请中国陶协国家

级评委、厦门陶艺家协会会长洪

树德担任学术主持，福建省雕塑

学会理事陈旭明负责日常管理及

教学，面向影视动画学院及校内

外专业团体、爱好者进行陶瓷制

作工艺非物质文化的培训、演示，

同时也是校内外人员专业研讨、

对外服务、说课、学术探讨等活动

场地。工作室开办以来，共计有

300多人次接受了工作室的教学

辅导，或进行陶艺制作体验。

近年来，工作室取得了不少

成绩：2020年度，本人主编的校企

合作开发课程《陶瓷工艺与制作》

校本教材获得“优质课程”荣誉；

同年该课程立项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课

程思政”示范课项目；工作室指导

学生完成的陶艺作品参加第八届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总决

赛，获得三等奖；2022年11月《陶

瓷设计与制作》微课完成……工

作室的投用为我校艺术设计专业

与厦门文创行业搭建了良好的合

作桥梁，为学生技能发展、扩展就

业空间产生了积极作用。

■晨报记者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陈心晖

早在宋元时期，珠光青瓷已作为闽南

地区的古陶瓷文化瑰宝，在海丝之路上璀

璨发光。那么，何为珠光青瓷？珠光青瓷

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学界普遍将珠光青瓷

称为“同安窑系”的产物？近日，记者专访

《珠光青瓷故乡——同安窑》《同安窑系

——珠光青瓷》作者杜志政，为您揭开背后

的故事。

记者：很多人好奇，珠光青瓷是什么？

它有哪些特点？

杜志政：什么是珠光青瓷，概括地说，

就是青黄釉刻划花篦纹青瓷。标准的珠光

青瓷应涵盖以下四点：釉色青黄，以同安汀

溪窑枇杷黄为正宗，允许稍有偏差；釉面光

亮、透明、开片、玻璃质；装饰技法为刻花、

划花，或双面或单面；装饰纹样以梳篦纹为

典型纹样，以“米”字形荷花纹为标志性纹

样。

当然，以上四点也不是绝对的，要根据

实际情况具体对待。不过，“米”字形荷花

纹似乎仅在这一青瓷中出现，其他白瓷、青

白瓷以及越窑、耀州窑青瓷均未发现，似乎

是陶瓷发展到这一阶段在烧造珠光青瓷这

一局域范围内特定的“产物”，所以我们认

为，只要青瓷中有“米”字形荷花纹出现，则

基本认定其为珠光青瓷。

此外，珠光青瓷还具备两个特征：一是

底足裸露无釉，或多或少，有的施“半釉”，

有的施釉至足跟，但至少是圈足内无釉。

二是胎色为灰白色，或深或浅，深者近黑

色，浅者近白色，但浅者再浅也不会是白

胎。以上两个特征，不仅在珠光青瓷上显

现，而且在很多宋代瓷窑里也常见，所以未

当作珠光青瓷的构成要素。

记者：有人说，珠光青瓷在国内较少发

现，反而在海外发现较多。这是为什么？

杜志政：珠光青瓷在国内少有发现，已

是众所周知。如果我们将目光往海边转

移，则时有发现古代珠光青瓷碎片，厦门翔

安澳头古渡口、厦门岛五通码头、泉州晋江

安海建筑工地（底部为海滩淤积）等均有一

定数量的珠光青瓷碎片出现。这些碎片应

为当时通过各海岸码头转往外销港口时遗

留的遗迹。

珠光青瓷在日本、菲律宾等东亚、东南

亚国家和地区均有出土，尤其是日本镰仓

海岸、唐津山麓遗址和太宰府附近、福冈湾

底以及福山草户庄等地的镰仓时代遗址等

都有大量出土，也印证了珠光青瓷的大量

外销。

从中国水下考古成果中，我们也可看

到珠光青瓷的外销踪影。2008年，福建沿

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在莆田南日岛龟礁一号

沉船遗址考古出水一批陶瓷和铜钱，其中

有珠光青瓷20多件（片），很多还有“米”字

形标志性纹饰。该船应是从福州港出发经

莆田海域，再经泉州港往东南亚方向去的。

记者：历史上，珠光青瓷在国内不少地

方的窑中都有烧制，但为什么学界普遍将

珠光青瓷称为“同安窑系”的产物？

杜志政：之前所称同安窑系，仅仅是因

珠光青瓷首先在同安汀溪窑发现，自此，大

批海内外学者等接踵而至，开展调查研

究。当然，这类青瓷不仅在同安，在福建其

他地区以及浙江、广东等地均有烧造，但学

术界普遍将这类青瓷统称为同安窑系青

瓷。

截至目前，我曾经对全国百余窑口进

行调查，发现有珠光青瓷的窑口50个，其

规模、质量参差不齐。但同安是一个重要

的节点，当时工匠们看好同安，大批集聚定

居在汀溪烧窑，不断发展、创新、壮大、成

长。在这种情况下，同安窑烧制的珠光青

瓷存在几大特点，是其他窑所不及的：一是

同安窑珠光青瓷纹饰种类繁多，工匠想象

力超群。仅一种荷莲纹就有多种多

样，这在其他窑均不多见。二是同

安窑珠光青瓷纹样洒脱、奔放，刻

划技法挥洒自如，似“大师”制作。

三是同安窑珠光青瓷生产集中、

规模宏大。四是同安窑影响范围

广，主要分布在同安、漳浦、南安、

惠安，属厦漳泉闽南金三角地带，

而同安恰好位于此三角几何中心。

我们再结合故宫古陶瓷研究

中心收集的全国各地的瓷窑标本

展示来看，珠光青瓷以福建产品种

类最多、规模最大、总体质量较好。

同安窑以其窑场规模之大、窑群之密

集，其烧造的珠光青瓷造型之秀丽、釉色之

纯正、纹饰之多样、刻划工艺之美妙，堪称

“最”。因此，珠光青瓷以“同安窑系”命名，

并确立同安窑在珠光青瓷窑系中的中心地

位，是恰如其分和当之无愧的。

记者：历史上，厦门的珠光青瓷窑分布

在哪里？有哪些特点？

杜志政：截至目前，福建省内共发现有

珠光青瓷窑（群）35个，分布在各县市区。

在厦门，主要是同安区汀溪窑，集美区磁

窑，海沧区上瑶窑、困瑶窑、东瑶窑等。

其中，汀溪窑（群）遗址位于同安区汀

溪镇汀溪水库及褒美村、古坑村一带。汀

溪本窑即汀溪水库瓷窑遗址，包含汀溪水

库及周边，大坝上下以及两侧翼连绵的多

个山包（体），已发现瓷窑多座。所见多为

龙窑，顺山坡而建，半地穴式，砖砌。遗迹

连绵分布，堆积层甚厚，窑渣、窑砖、碎瓷片

遍地皆是。

集美区磁窑位于集美侨英街道东安社

区磁窑山，山体卧虎状，头枕西南，尾向东

北。遗迹分布自山体西南角沿山坡往中段

约100米，从村后墙沿山坡向山顶约50米，

皆有窑渣碎瓷片；往山尾（虎尾）方向约200

米处有一沟壑，堆积层裸露甚厚，现存面积

约1000平方米。两处相加，该窑遗迹面积

共约6000平方米。

海沧区的困瑶窑位于困瑶村毛穴广自

然村，烧造年代为宋代，遗迹分布面积约2

万平方米。上瑶窑位于海沧区古楼农场上

瑶自然村后山南麓，遗迹分布面积约5000

平方米，从已有资料看，该窑主烧青瓷、青

白瓷和陶器，器形有碗、盏盘、洗、盆、罐、

壶、钵、缸、网坠、瓦等。东瑶窑位于海沧区

东孚镇东瑶村和周瑶村。烧造年代为南宋

至元代。由于两村相连，窑址也相连，当地

群众称为东窑和周窑，也称为“姐妹窑”。

记者：近年来，在厦门各级部门的大力

扶持下，珠光青瓷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

作为珠光青瓷研究者，对于这项非遗，您有

哪些期待？

杜志政：一方面，成立珠光青瓷文化研

究中心（会），吸纳众多从事或者热爱珠光

青瓷的人士共同参与，包括海内外专家学

者，通过举办珠光青瓷文化学术交流等活

动，做好珠光青瓷史绩研究，以及当前发展

珠光青瓷文化意义的研究，让珠光青瓷在

国际上再度闪光。

创建珠光青瓷博物馆，将各界收藏的

珠光青瓷标本全面展示出来，用以研究，同

时也和文旅结合，向外界全面开放，为厦门

增加一张新的历史文化名片。

规划设立珠光青瓷产业园区。组织相

关部门对建设珠光青瓷文化创意产业园进

行论证、规划，尽快启动建设，为珠光青瓷

文化创业者解决必要的用地或场所问题。

允许珠光青瓷及相关产业企业、民间团体

买地或租地，重点是明确地权，以保障企业

能办理相关的证照手续，让创业者吃下定

心丸，敢于投资、乐于投资。

定期举办珠光青瓷国际研讨会。邀请

海内外珠光青瓷文化爱好者、专家学者及

业界精英共同参与，探索珠光青瓷的千年

魅力与未来之路，为珠光青瓷的产业化发

展注入新活力。

杜志政

珠光青瓷釉色青

黄，釉面光亮。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