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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100，件件精彩！ 

029 南宋  汝窑茶盏托 

开篇  

这故事，得从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讲起。

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是全世界顶级的博物

馆之一，简称V&A。地位在英国仅排在大英博物

馆之下，大英博物馆是老大，它就是老二。它原

本有个名字叫南肯辛顿博物馆，成立于1852年。 

博物馆名字的由来  

为什么后来又叫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呢？

是因为纪念英国的艾尔伯特王子和维多利亚女王

而命名的。维多利亚女王比阿尔伯特有名，所以

“维多利亚”就放在了前头。这有点儿像我们的

故宫，从这个意义上讲，故宫可以称为慈禧和她

丈夫咸丰的博物馆，即叶赫那拉和爱新觉罗博物

馆，简称：Y&A博物馆。英国的女王时代，你走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能看到“维多利亚”命

名的港口和城市。比如加拿大就有，比如香港也

有。大英帝国就是在这个时期向外扩张的。维多

利亚女王在位时间很长，有64年，在英国的历史

上排第二，第一是谁呢？就是现在的伊丽莎白二

世女王。她到现在已经有66个年头了。维多利亚

女王在位期间，英国处在 强的“日不落帝国”

时期，在英国历史上称为“维多利亚时期”，当

时英国加大殖民扩张，建立和占领了很多殖民地。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几十年，正值英国资本主义

的一个转变时期，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发展

到顶尖，又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那么经济、文

化呢，是空前地繁荣，君主立宪制得到了充分发

展，这就使维多利亚女王成了英国和平与繁荣的

象征。 

她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发动者。大清朝鸦片战

争失败后，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那时候，

维多利亚女王才22岁。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

馆的藏品非常多，而且非常精美，如果有机会到

英国去，不去看是很可惜的。你到这个博物馆会

有一个全新的感受，就是他的东西特别多，跟商

场的货架似的。 

 

（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藏品NO.1的汝窑盏托  

在这个博物馆里，编号No.1的藏品是什么呢？是

个汝窑的盏托，它直径16.5厘米，高有5.8厘米。

把它编为1号是很符合它的身份的。这就是V&A所

藏的唯一一件汝窑。那这件东西怎么来的呢？是

1970年由英国人哈里加纳捐的。1970年离现在不

算很久，但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还不知道汝

窑是什么呢。十多年前，我在讲《百家讲坛》的

时候，讲到“汝官哥钧定”的时候，还有很多人

不知道呢，现在可真是普及了。哈里加纳是英国

人，他是空气动力学专家，也是研究陶瓷的专家、

还是收藏家，他从研究青花瓷开始。你看人家国

外的科学家，对艺术也是十分地投入和热爱。我

们前面讲过一对大维德青花瓶吧？介绍过那是

早有确切纪年的元青花。早在1954年，哈里加纳

就在他的文章《东方青花瓷》中，首次公开提出

说，这对大维德瓶就是真的！ 

那么，这件V&A的汝窑盏托是他捐赠的，很神奇

的是，大英博物馆的那件汝窑盏托也是他捐赠的。

哪年捐赠的呢？1971年。比V&A这件呢，晚了一

年。也就是说，在1970年和1971年，哈里加纳分

别向V&A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各捐了一件汝窑！

这种类型的盏托全世界就三件，且全在英国，另

一件就是大维德基金会的。那么这事儿有点蹊跷，

我们想啊，全世界只有三件，这哈里加纳怎么会

有两件呢？这个事情，我们还真是不清楚。 

汝窑盏托的身世之迷  

在V&A的这件汝窑盏托呢，因为历史上有过磕碰，

所以它就镶了铜口。很重要的是，它在背面的口

沿边上，有三个字——“寿成殿”，表明它是寿

成殿曾经使用过的物品。 

 

（宋代 汝窑天青釉盏托 “寿成殿”字样） 

这三个字不是制作瓷器的时候就有的，是后天砣

上去的。在台北故宫收藏的定窑瓷器中，也发现

过有“寿成殿”的款。那么“寿成殿”是哪儿呢？

它是南宋孝宗寿成皇后谢氏所居之地。这件东西

哪儿来的呢？这是你们 想听的。它是从伦敦东

部的地摊上买的，据说当时就花了3英镑，就是三

块钱。他什么时候买的呢？那肯定是在1970年以

前嘛，其实那时候地摊上花三块钱不能算太少了，

七八十年代，人也挣不了多少钱。过去还有一段

日子，一个英镑就值一两黄金呢，磅本身就是重

量单位嘛，它跟美元不是一个概念。西方人跟中

国人之间的审美是有差距的。西方人 初认识中

国陶瓷是17、18两个世纪，当时中国的外销瓷大

量出口到欧洲。那么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但它都

是零星的。那么西方人基本上都是通过那个时期

开始普遍认知中国陶瓷。那时候看到的陶瓷，大

多是花里胡哨的，后来呢，当资本主义革命成功

以后，英国大肆扩张，审美也就发生了变化，发

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由俗到雅。其

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审美雅的时候，都是

经济好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普遍都俗。地

位越高、经济越好的人，人们的欣赏水平就越雅。

爆发户的心态呢，都是喜欢花里胡哨的。当时的

欧洲人主要研究的都是青花和彩瓷，而且都是以

康熙时期为主的，宋瓷备受冷落。在19世纪的某

一天，欧洲人突然被这种极简风格的宋瓷吸引，

奢华过后就开始喜欢简单。跟现在国际大牌都是

一个路子。 

买瓷人身份：“中国通”卜士礼  

从V&A博物馆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1883年，

V&A委托人从北京买了第一件宋瓷标本回去研究，

当它们看到这件宋瓷标本的时候，就发现跟明清

彩瓷明显不同，然后就开始有了关注。这个被委

托买宋瓷的人是个中国通。他是英国人，名叫史

提芬·布歇尔，他有一个中文名，叫“卜士礼”。

卜士礼出生于1844年，按照咱们的时间来算，他

是道光年间生人。他大学就读于伦敦大学的盖伊

学院，他学过医学、法医学、中药学、地质学、

生物学、古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等等，是个全才啊！

搁现在的学生一听就晕了。那么1868年，卜士礼

获得了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北

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的医师。在受V&A委托之前，

大英博物馆也曾经找过他，让他帮助收集宋瓷。

在中国居住的32年间，卜士礼不是简单地精通中

文，他还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艺术、地理、历史、

钱币等方面的论文。1900年他退休后回到英国，

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美术》《中国瓷器》《中国

陶瓷图说》等著作。他对西夏文的解读等方面都

有贡献。这人太牛了！看到西夏文的时候，我顶

多是能知道，它是西夏文，无法解读，但他居然

能够解读，可见这中国通名不虚传。 

 

（卜士礼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已经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者带着充裕的经费到中国来

研究这些东西。而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并

不重视。这卜士礼跟哈利加纳有什么关系呢？没

关系，差不多卜士礼死了以后，哈利加纳才出生。

他们俩唯一的关系，就是当年卜士礼写的这些著

作，对哈里加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哈里加

纳就特别喜欢逛摊儿。逛摊儿有很大的乐趣，当

你身怀绝技而别人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在那地

摊上看，处处都是宝藏啊！我当年就有这种状态。

满地官窑没人理，官窑就要120块，那还跟人家砍

价呢，因为当时就值20。我们今天随着信息和知

识的普及，地摊上基本上没什么漏了，多数是雷。

当时可不一样，当时摊儿上卖东西的人都不知道

自己卖的是什么。哈利加纳就是逛着逛着地摊，

意外地买到了寿成殿的这件汝窑盏托。 

汝窑的价值：独一无二  

汝窑从宋到今，地位都非常高。当时南宋人叶寘

呢，在《坦斋笔衡》中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

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

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就是说汝

窑在当年都是 有价值的。为什么有价值呢？汝

窑是北宋的呀， 后被金人打劫了，到了南方去，

南方不具备烧汝窑的条件啊。中国瓷器烧造必须

具备多个条件，才能达到你理想中的效果。需要

天时地利人和。第一是产地，包括就地取材，各

地的瓷土都是不一样的；第二是手艺，不是一天

就能练就的，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第三是已形

成的文化，这三点缺一不可。所以当汝窑刚做出

来，使用没几天的时候，北宋就被灭了，手艺也

就跟着丢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恢复，这几年才

开始逐渐地恢复烧造汝窑。 

 

（宋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宋 汝窑盘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有个说法，说汝窑啊，全世界

只有67件半。这67件半就包括这三个盏托。这三

件里面 有名的，并不是保存完好的，而是V&A

收藏的这件残的。“寿成殿”，很确切地说明当

时这件东西是皇后用的，身份非常高。实际上，

汝窑越来越多，现在认定为汝窑的瓷器，全世界

几百件总是有的。但是盏托相对比较少见，仅次

于奁。奁全世界有俩，一个在大英博物馆，一个

在北京故宫。但近些年又发现一个，是当年卢芹

斋卖出去的，现藏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所以在

历史上喜欢收藏的人，都不提汝窑。为什么呀？

因为没机会，不可能啊。汝窑是已知的不可替代

的陶瓷绝品。比如你想收一个永乐青花压手杯，

虽然全世界只有仨，但你可以用其他永乐青花的

碗盘来替代。 

 

（明代永乐 青花压手杯 现藏故宫博物院） 

但汝窑不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其实，

机会永远是有的。那哈里加纳的两件盏托，大英

博物馆的那件汝窑盏托是哪儿来的呢？我不知道，

但它肯定是买的。我更愿意相信哈里加纳也是地

摊上买的。为什么他一个博物馆各捐献了一件呢？

而不是两件都捐给同一个博物馆？说明哈里加纳

还是很有规划的。东西都给一个博物馆，先不说

他受什么委屈，我们这故事都不好讲。所以人生

必须得有规划。汝窑之所以贵重，还是因为相传

它是以玛瑙为釉，呈天青色。当年方文山写《青

花瓷》这首歌的时候，原本写的就是汝窑，这是

方文山亲口跟我说的。歌词中有一句“天青色等



烟雨，而我在等你”，说的就是汝窑啊。方文山

说，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青花瓷”呢，他说如

果主持人报幕，说：“下一首，周杰伦演唱《汝

窑》！”这听着有点怪异，没法报幕啊。所以就

把这歌名改成《青花瓷》。那个时候汝窑没有名

气，如果当时这个歌就叫《汝窑》的话，说不定

今天就更火了。 

马爷说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件汝窑盏托

就应了这句歌词。他没有等来哈利波特，却等来

了哈里加纳，他等来了哈里加纳，就成就了我们

这段国宝故事。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