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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完整精美的瓷器可以展
览、可以收藏，但是一块破碎的
瓷片能有什么用？来自千年瓷都
景德镇的回答是——不仅有用，
而且用途相当大！

近日，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
库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
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宣布，将
联合多家国内顶尖院校、机构，
基于现已出土的近2000万片古瓷
片，合作共建古陶瓷基因库。通
过对古瓷片进行成分分析和数据
采集，制作成物理和数字形态的
基因标本，解析古代陶瓷文明的
起源、发展和变迁，唤醒那些曾
经沉睡在地下的文明记忆。

近日，作为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
年的重要项目，“意大利之源——古罗马
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以下简称

“国博”）隆重开幕，展出来自意大利全
国26家国家级博物馆的308套共503件珍
贵文物。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散的今
天，中意双方克服重重困难，首次通过
视频点交文物，圆满完成跨国文物策展
合作模式的一次创新性尝试。其中，国
博十余名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协助策展团
队完成了此项工作，来自青铜器、金银
器、石质、陶瓷、壁画等方向的修复师
对接相应的意大利文物，及时发现问题
并加以保护修复，为这场国际展览交流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文物跨国展览是中外交流的桥梁。
在文物“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过程
中，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肩负着为文物

“漂洋过海”保驾护航的重任。从国博成
立伊始，就可以在跨国展览中看到文物
保护的身影。1912年7月9日，中国国家
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
立，次年便应邀参加德国莱比锡万国文
字印刷术展览会，向德方出借乾隆玉刻
十三经序文、“表章经学之宝”印玺等文
物。据记载，当时除了出借展品，还为
之“摄照古器物影片，摹拓石刻”。摄影
可以存证，以便返还时对照，兼备出版
之用；摹拓可以留存器物形貌和图文资
料，也常替代原件展出，二者都是常见
的文物保护辅助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东方古国以崭新的姿态走向国际社
会。1950年，国博应邀参加苏联举办的“中国艺展”，最终
选中89件展品。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国博申请了一笔专项
经费，精心准备包装材料，托裱装潢，备制匣囊。当时，
展品中有一幅明代《丝绣天王像》经过专门修复，既提升
了对外展示效果，又有利于文物本身的保护。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各项文化事业参与到日益多元的国际交流中，文
物保护修复事业亦然。1989年，美国文物保护技术专家访
华团来国博做学术报告，并参观实验室和修复室，交流业
务。20世纪90年代，国博和加拿大保护中国文物基金会合
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物保护交流，如选派访问学者赴
加拿大研修，签署合作协议添置大型科学仪器，共同举办
文物保护成果展等。在“引进来”的同时，国博的保护修
复技艺也在国际合作中积极“走出去”。1999年，国博书画
临摹装裱室帮助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完成其所藏3幅中
国字画的揭裱修复，在国际交流中展示了传统技艺的魅
力。此外，日本、意大利等国文保修复专家积极来访交流。

近10年来，国博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先后应邀赴法国博
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法国国家遗产学院、英国大英博物
馆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等
国际知名文博机构开展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学术交流。作
为中国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专业委员会的依托单位，国博
还积极对接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专委会，在文物保护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2018 年以
来，国博文物修复师先后赴中国驻俄罗斯、马来西亚、埃
及等国大使馆修复字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今年是中
国国家博物馆成立110周年，作为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
堂，这里不仅是文物保护修复的重镇，还是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平台，多元与包容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阐释。本
着“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传统修复技艺与现
代科学手段的有机结合中，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事
业，将坚守文物“守护者”的职责与使命，在国际交流中
继续讲述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修复师）

体验乡村奇妙夜

在宁波鄞州下应街道湾底村的天宫庄园，叙利亚
男孩丹尼尔十分兴奋。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丹尼尔与
父母一同参观了浙江省单体面积最大、植物种类最丰
富的室内植物园。在采摘园区里，小丹尼尔一手挎着
装满葡萄的采摘篮，另一手已经开始将采下的葡萄送
到嘴边，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令
同行的众人忍俊不禁。

丹尼尔的母亲亚娜说：“这里规划得很好，采摘的
葡萄很甜，和我家乡的味道很像，我很久没尝到了。
非常开心。宁波真的是一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城市。”

这是“走向共同富裕”宁波行采风活动中的受邀
外籍嘉宾在宁波进行采风。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湾
底村完成了虎头鞋的制作，感受旗袍文化；在天童老
街观看宁波传统戏曲走书表演，在海丝寻迹文化馆领

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明楼街道和丰社区
体验了茶艺、古琴、书法等一系列中国传统
文化……他们以出镜访谈、自媒体或短视频
等方式记录自己的真实体验，生动讲述浙江
故事、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

近日，“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国际传播大型融媒
系列活动在浙江宁波启动，系列活动包括“走向共同
富裕”宁波行采风、2022年“这十年·百名外国友人
看浙江”、“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全球短视频大赛和第
三届“美丽浙江”国际短视频大赛等。

浙江山水风光如诗如画，诗画艺术流派纷呈，是
“诗和远方”“美和诗意”的完美融合。浙江又是活力
的代名词，浙江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生机活力、不断
超越自我的发展史、奋斗史和创新史。浙江的文化底
蕴彰显了浙江人民善于“闯”、勇于“试”、敢于“冒”的基
因传承，并始终激励浙江人民干在实处、勇立潮头。

“‘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体现了意象与现实的交
融、地理与人文的结合、历史与未来的贯通，是高质
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图景的鲜活描述。”浙江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赵磊说。
据介绍，2022 年“这十年·百名外国友人看浙

江”活动将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共同
富裕、党的二十大、亚运会、宋韵文化等为主题进行
创作，由外国友人讲述他们眼中的浙江记忆。重点推
出《走向共同富裕·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浙江）记忆》
融媒系列节目，向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介绍浙江
是如何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展现“浙江样
本”、共享“中国方案”。

第三届“美丽浙江”国际短视频大赛紧扣“诗画江
南 活力浙江”主题，向全球征集原创短视频作品。“美丽
浙江”国际短视频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共征集到近
1500件参赛作品，覆盖受众达1亿，爆款视频点击量
超千万人次。接下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海外中心
（国际频道）还将把《良渚》《文化金名片》等优秀纪
录片，通过线上签约等方式进行全球推广，让海外观
众充分领略中华文明的风采。

图为来自叙利亚的外国友人在宁波采风。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7月26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启动“喜迎二十大”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联展活动，22家
重点网络文学平台通过设置活动专题页，上线优秀网络小
说347部，免费向广大读者开放。

据了解，参展作品全部为现实题材作品，反映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既有《大国重工》《复兴之路》等反映党领导人民凝心
聚力实现中国梦的宏大题材作品，也有《传国功匠》《朝阳
警事》《扎西德勒》等书写个人梦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的“时代新人”故事，彰显网络作家心怀“国之大者”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本次联展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揭牌——

唤醒沉睡千年的古瓷片
本报记者 郑 娜

多年来，凭借独特的陶瓷考古和文保资源以及
健全的配套设施，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先后与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日本东京大学等国内外诸
多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与考古合作，并在此基础上积
累了十余个窑口近20000个陶瓷分析数据，初步建立
起我国古代陶瓷基本科学数据库。

从去年7月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开始筹建景德
镇古陶瓷基因库，与之长期合作的国内顶尖院校和
研究机构，也纷纷加入基因库的采集研究工作中
来。经过近一年努力，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正式揭
牌，标志着集资料存储、考古研究、科技分析、保
护修复、成果展示于一体的中华陶瓷文明文物基因
库建设正式启动。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指的就是景德镇古代生
产的各类瓷器的典型标本及其信息总和。我们计划
用1年半时间完成首批明代御窑时期的近万件标本的
制作，之后用3至5年的时间，完成景德镇历年考古
出土标本的基因入库工作。”翁彦俊表示。

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科技实验室负责人熊喆介
绍，基因库以采集残片、截面、薄片、粉末4种形态
的标本为主，通过这几种形态标本，就可以分析在
某处发现的一些窑口或者出土的一些陶瓷器的考
古、胎料、成型、釉料、装烧、彩绘等信息。

例如，2012 年景德镇浮梁县兰田窑考古发掘，
发现了一件晚唐时期的青瓷碗，碗内有支钉叠烧
痕。支钉叠烧是用高岭土捏成“支钉”，把这些钉粘
于碗盘圈足的边沿，然后把碗坯放在垫柱上，再把
粘有支钉的碗坯重叠起来，代表了这一地区最早的

制瓷工艺。如今，在基因库里它有了一个编号，打
头的T代表“唐代”，随后的QY代表“青釉”，WA
代表“碗”，C代表“残片”，还有数字代表序号。以
此类推，基因库的标本都会按照年代、品类、器类
和形态信息进行编码。

明清时期入库最多的是御窑瓷器标本。御窑出
土的基因标本还会加上一个特殊编号“Y”，代表

“御窑”。最新收入的一件标本来自2020年御窑厂西
围墙的考古勘探，编号中用“QH”来代表青花，用

“SZ”代表“试照”，说明它是一件民窑试验青花料
的试照标本，上面以不同深浅的钴料书写“淡”

“浓”等字样，揭示了明代正统到天顺年间民窑以青
花为主打产品的“密码”。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标本的数据采集和使用
上将实现开放共享。”翁彦俊说。这些标本信息，不
仅可用于陈列展示、文物保护及3D打印的精细化模
型，还可以为当代陶瓷文创产品的开发、数字博物

馆的建设等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
如野史记载，明宣宗朱瞻基爱斗蟋蟀，宫廷记

录隐去不提此事。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众多的碎
瓷片中，复原出了宣德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蟋蟀罐，
成为这段历史的有力物证。类似这样生动的历史细
节，未来便可用于文创产品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应
用。同样是明宣德青花云龙纹蟋蟀罐，通过正在开
发的知识图谱型数据库，用户还可以轻松检索出基
因库中所有包含云龙纹图案的瓷器，关联到苏州博
物馆和日本户栗美术馆的相关蟋蟀罐收藏，并进一
步延伸到有关青花瓷歌曲、梅州和漳州产瓷区等信
息。这将大大推动数字博物馆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景德镇御窑遗址技术体系深刻影
响了世界制瓷工业化发展。青花瓷在海外市场上获
得的巨大成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窑场开
始以其为范本争相进行仿制和再创造。如今，土耳
其、埃及、日本、越南、朝鲜、意大利、法国、荷
兰等国家仍保留着这些早期窑场的重要实物遗存。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建成后，将与国内外学术
机构开展积极合作，推动古陶瓷研究数据的全球共
享，探讨全球陶瓷文明课题，为中国乃至世界古陶
瓷历史的发掘和研究、陶瓷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
优良的平台，续写以陶瓷为载体的文明交融新故
事。”翁彦俊说。

一块碎瓷片隐藏着哪些基因密码

一个古陶瓷基因
库可以做什么

一个古陶瓷基因
库可以做什么

到了景德镇，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
建在御窑厂遗址上的御窑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
相比，这里最大的亮点是馆内大部分器物都是由
御窑厂出土的残损瓷片拼对修复而成。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一座由瓷而生、伴瓷而
兴、因瓷而名的陶瓷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000多
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
史，陶瓷历史遗存丰富。在古代核心制瓷区御窑
厂及其周边，地下埋藏的碎瓷片数以千万乃至亿
计，有的窑渣堆积厚度竟达十几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及其
前身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江西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故宫博物
院等单位，成功对不同朝代的古窑址进行了30余
次考古发掘，出土古代窑业标本近百吨，收集碎
瓷片近2000万片，其中明清御窑瓷片占比较大。

御窑瓷片为何数量居多？景德镇陶瓷考古研
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介绍，御窑精品瓷器的烧造
背后需要无数试验，加之瓷器烧造复杂的工序，
导致精品出现率极低。哪怕不是试验品或者瑕疵
品，为防止宫廷用瓷流入民间，多出来的精品也
会被就地打碎、集中掩埋。而正是这些被深埋地
下的“落选者”和“多余者”，今天却为我们提供
了解读古陶瓷烧制工艺、原料配方等基因密码。

“景德镇的海量古陶瓷碎片时代序列齐全、考
古信息丰富，蕴含的相关数据极具权威性，其价
值毫不逊色甚至高于同时期的传世藏品。”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在他看来，御窑的古陶瓷完整器非常珍贵，
传世藏品更是拥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但从研究的
角度看却受限太多，因为不可能为了研究去打碎

一件完整器。相较之下，古陶瓷碎片更利于开展
技术检测，能适应能谱电镜仪、拉曼光谱仪、X
射线荧光分析仪等现代仪器设备对检测对象的要
求。一块古瓷片在研究人员手里，可以表面观测
纹饰、拼接还原器型、切片了解坯胎、磨粉分析
材料乃至烧成温度等，至少可解析出上百条信息。

例如，对于青花瓷使用的颜料，国内学界多
认为，早期青花瓷生产使用的是来自波斯地区的
青色颜料苏麻离青，因为那里曾进行过青花彩绘
陶器的生产；而被后世誉为明代青花瓷器之冠的
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器，则兼用了进口颜料与
国产颜料。但这些，大多是人们通过清代文献资
料和流传下来的工艺去推测的，并没有研究支
撑。技术进步后，人们开始通过铁锰比来推断青
花颜料的成分，但准确度依然存疑。

“现在，古陶瓷基因库通过先进的聚焦离子束
显微镜，对青花瓷碎片进行了理化分析，证实其
同时使用了国产和进口颜料。”翁彦俊说。未来，
类似这样的科研成果还将不断涌现，有望还原出
古陶瓷标本在当时的烧制工艺、原料配方等，探
寻景德镇千年陶瓷工艺之谜，破译人类古代瓷业
巅峰时代蕴藏的文明密码。

做
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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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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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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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走进浙江

感受诗画江南的蓬勃活力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喜迎二十大”
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联展启动

科研人员展示的一份明成化时期的古陶瓷基
因标本。 王凯丰摄

青花云龙纹蟋蟀罐的知识图谱。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浙江绍兴上虞区以“五星达标
村、3A级景区化建设示范村”推动美丽乡村迭
代，促进乡村振兴。图为上虞区下管镇近日举
办的一场山村夜集市，融合了文创产品、乡村
美食、趣味表演、美食直播、国风体验等怀旧
与流行元素，让古镇文艺范、潮范十足。

洛黎姜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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