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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100，件件精彩！ 

087元代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开篇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件国宝呢，有名。喜欢中国古

代陶瓷的人，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

是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霁蓝釉

白龙纹梅瓶。 

稀有的元代白龙梅瓶  

2000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时，最初

安排的首站是在上海，但他为了尽快一睹这件龙

纹梅瓶的芳容，执意要先到扬州。这位法国总统

为什么对这龙纹梅瓶如此感兴趣呢？首先是东西

漂亮、稀有，世界闻名。法国许多届总统，都喜

欢收藏中国艺术品。我去香港的荷里活道，看见

好多家古董店里都挂着跟密特朗、希拉克他们的

合影。再有就是，在法国的吉美博物馆，也有一

件类似的元代白龙梅瓶的收藏。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法国吉美博物馆） 

这种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据统计目前全世界

范围内已知公家收藏的只有三件，分别收藏在北

京的颐和园、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和扬州博物馆。

颐和园和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两只梅瓶，尺寸都略

小，而且都有瑕疵。唯独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这

只又大又好，堪称精品中的精品，飞机中的战斗

机！ 

“不值钱”的梅瓶  

如此珍罕的国宝，是怎么跑到扬州博物馆的呢？

故事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1976年，我国正

处在地震的活跃期，扬州城乡家家移居户外，在

空地上搭地震棚居住。梅瓶最初的主人朱立恒怕

梅瓶遭地震损坏,加上当时他已成家，并生了一个

女儿，每月仅靠二十多块钱的工资度日，这生活

过得很紧巴。所以他就打算把这祖传的白龙梅瓶

给卖掉，补贴家用。要不然哪天地震时稍有不慎，

再把梅瓶打碎了，那就一文不值了，还不如趁现

在完好，赶紧卖了换钱。 

思来想去，朱立恒瞒着家里抱着这梅瓶，就来到

了当时的扬州市文物商店。当年全国那文物商店

都特别不起眼，收购部就更小了。里边都是上了

岁数的老业务员，快退休的或者退休返聘的，经

验比较丰富，没事儿就坐那儿聊大天，等鱼上钩。

凡是进这里的人，都是来卖东西的，肯定不是买

东西的，这是收购部嘛。 

那天，几位老先生正无所事事地聊大天，就赶上

朱立恒抱着这东西进来了。进来以后，不像现在

似的，商家都很热情，那时候没什么人愿意搭理

你，凡是卖东西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这朱立恒

进来就问：“您这儿收东西吗？”业务员一看买

卖来了，就说：“收啊。您卖什么啊？”朱立恒

说：“我这有一瓶儿，家里留下来的，您给看看

能收不？”这朱立恒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说是个“瓶儿”，如果他要说：“我这是一个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我估计就没有咱们今

天这故事了。 

打开包袱皮把东西往柜台上这么一放，几位文物

商店的老先生也都没见过，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围着这瓶子看了半天，自己也一头雾水。几十年

的收购经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器物，也说不好是

什么年代的。说不好年代就没法估价，但又怕把

好东西给漏了，几位老先生眼神商量了半天，认

为这是一件清朝雍正左右的瓷器，最多能给16块

钱。朱立恒心想，一张口就给我16块钱！我多要

点，怎么也得卖30块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

后以18块钱成交。 

 

名称：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扬州博物馆） 

数据：高43.5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4厘米。 

简介：梅瓶口小，颈短，肩丰。肩以下逐渐收敛，

至近底部微微外撇。浅底内凹。通体施霁蓝釉，

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两种釉色对比鲜明、强烈。

主纹刻划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象浮

动的珊瑚枝一样的四朵火焰形云纹。巨龙威武、

雄壮、悍猛，腾空飞舞于万里蓝天之中，颇有叱

咤风云之势。 

  

回家的路上，朱立恒还暗自高兴，说没想到祖传

这瓷瓶子能卖18块钱，快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他哪里知道，他卖掉的这件是自家祖传的国宝！

他回到家以后，母亲才知道，还把他骂了一顿。

那也没辙啊，东西卖了就肯定要不回来了。 

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个版本，

跟这个大同小异。这版本是说朱立恒他们家传下

来的这瓶子原来是一对。一只有点毛病，口上有

磕碰，另一只是好的。他当时是抱着这俩梅瓶进

的文物商店。文物商店的收购人员看完以后说这

好的我们能收，这坏的我们不要，不值钱。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过古玩行的老先生说过这样

一句话，叫“瓷器毛了边，不值半文钱”。也就

是说这瓷器的口沿有点磕碰，就不值钱了，如果

残得厉害的话，那就更不值钱了。我当年在文物

商店看到那好的官窑，标价四、五百块，有一点

小毛病，比如有个冲口什么的，就值二、三十块，

不到十分之一！那时候没人买这种残破的瓷器。

这朱立恒听说文物商店不收，不值钱，他见出门

有个垃圾堆，顺手就把那只有残的白龙纹梅瓶给

扔了。再往后，这瓶子就下落不知了。 

揭露宝物真相，引起学界轰动  

我老说“历史没有真相”，这刚过去几十年的时

间，到底这白龙纹梅瓶是怎么回事，就有了很多

种说法。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只

好的梅瓶被文物商店收购了以后的故事。 

扬州文物商店收购了这件特殊的龙纹梅瓶后，也

不知道它的价值，一开始认为它就是一件清代雍

正左右的民窑，也没有带款儿，只不过看着比较

少见，充其量就算个民窑细路。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那会儿，人们对元代瓷器认识非常有限。认

为这种蓝釉的瓷器在元代根本就没有，明代的都

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清朝的，所以推测这件瓶

子是清代的，顺理成章。 

 

名称：明代霁蓝釉梅瓶 

数据：高27.4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8.6厘米。

简介：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广至腹部

内敛，圈足。通体施高温霁蓝釉，近底处由于积

釉较厚呈紫黑色。足内无釉露胎。此瓶造型端庄

古朴，釉色浓重而匀净深沉，釉面莹润，是明嘉

靖蓝釉瓷器的精品。 

  

梅瓶底下露胎无釉，也没有款儿，龙纹还是三爪，

不是清代官窑常见的五爪龙，所以文物商店就稀

里糊涂地把它当做一件民窑瓷器放在了一边。按

照当时的文物政策，明清时期的一般文物是可以

卖到国外换取外汇的，于是这蒙尘的国宝就上了

文物商店的货架，等待着它那未卜的命运。 

直到1977年的一天，上海市外贸公司的沈胜利先

生来扬州文物商店见到此瓶。他从梅瓶的造型、

胎质、纹饰等方面认为这瓶子不大像清朝的瓷器，

很可能时间更早，但自己也说不好，于是就建议

他们请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来鉴定，以免错失

国宝。经过国内多位陶瓷专家的鉴定，果然认定

这件龙纹梅瓶不是清代作品，而是一件非常珍罕

的元代瓷器！同年，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

先生就在《中国文物》画报第一期，发表了《元

代景德镇蓝釉白龙纹梅瓶》的文章，并将梅瓶大

幅彩照作为封面，在国内外古陶瓷学术界引起了

非常大的轰动。 

1978年，“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

在北京举行。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首次亮相，国

内各大博物馆纷纷向扬州文物商店表示收藏此瓶

的意愿。最终，扬州博物馆以地利之优购得此瓶，

让其在扬州安了家，落了户。1992年，这件蓝釉

白龙纹梅瓶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宝级

文物，扬州博物馆为其特设国宝厅，专门展览此

瓶。 

我国的蓝釉工艺  

这件梅瓶整体以蓝色为主，其上环饰有一条白色

行龙，除此以外别无它色。深邃的蓝与圣洁的白，

深得游牧民族的喜爱。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生活

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骑马游牧除了草原的绿色，

抬头一看就是蓝天白云。滋养生命的溪流、湖泊，

放牧的羊群，同样也是蓝色和白色。游牧民族吃

的、喝的、看到的，到处都是白和蓝，所以将生

活中的器皿烧成蓝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

想法可能早已萌生，只是困于技术的局限，直到

元朝蒙古人从西域发现并带回了一种昂贵的青料，

这个愿望才得以变成现实。 

陶瓷中的蓝，主要是用金属“钴”元素来着色，

实物里最早见于唐三彩器中的应用。当时的钴蓝

非常名贵，只有在少部分的唐三彩中出现，后世

收藏对于这类器物推崇备至，素有“三彩挂蓝，

价值连城”之赞叹。不过唐三彩中的钴蓝是在低

温铅釉中的呈色，虽有绚丽之感，但缺乏沉着色

调，尚不够成熟。 

 

名称：唐三彩烛台 

数据：高29.8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12厘米。 

简介：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

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

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

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

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

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我国高温蓝釉瓷器最早诞生于元代的景德镇。明

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就曾提到，说元代“有

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

“青、黑”指的就是这“蓝釉”，青花就是蓝花

嘛，古今叫法有些差异。这种元代蓝釉描金器物

传世非常罕见，屈指可数。比如1964年，河北保

定窖藏出土的蓝釉描金朵云纹匜和月影梅纹小碗

等等，都属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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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蓝釉器中还有一类更为高档和罕见的品种，

它首先是在做好的瓷胎上，用刀铲出一个大致的

轮廓，然后再用一种特殊的白瓷泥，在之前刻好

的凹处堆塑出纹饰，最后还要用硬物在上面划出

细节，比如龙鳞、凤羽等。这些都完成以后，在

纹饰上施透明釉，剩余的部分施钴蓝釉，入窑在

1300℃左右的高温下一次烧成。由于这种工艺的

作品非常少见，其它时期也不见，所以没有一个

专业的称谓，以致今天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蓝

釉铲地塑白”。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龙纹梅瓶

就属于这个品种。 

 

名称：元代景德镇窑蓝釉描金折枝花、朵云纹匜 

数据：高4.5厘米，通流长17厘米，底径8.5厘米。

简介：匜（yí 音仪）敞口，浅弧腹，平底。口一

侧出槽形流，流下置一小系。胎较薄。内外施蓝

釉，釉厚而不均匀。口边和外底无釉。内底描金

线圈内绘金彩折枝花纹，内壁画5朵金彩祥云。此

匜的金色花纹丝毫无损，光艳如新，实属罕见。 

  

这种工艺今天听起来也非常繁复，在六、七百年

前制作起来，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工艺不但费工，

还非常废料。大面积涂抹的钴蓝料都是从国外进

口的，非常昂贵。如果用它来烧造青花瓷，同样

多的青料可以描绘出多件器物，而生产这种蓝釉

堆白器物，则生产不了几件。所以在元代，蓝釉

器物无论是描金的还是塑白的，都应该只有宫廷

贵族们才能享用，一般阶层是享用不起的。 

“龙”文化与游牧文化交织  

这件梅瓶最夺目的还是器身装饰的这条行龙。龙

的出现，源于我们民族的情感。中华民族在其幼

年时就选择了“龙”作为图腾，由模糊到具象，

由随性到专注，用了几千年的时间，龙的形象才

一点一点地完善，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

征。在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以及5000多年

前的红山文化里，我们都能看到“龙”的样子。

商周战国、两汉隋唐、宋辽金元，龙纹的出现多

得更是不胜枚举。 

 

名称：春秋夔龙纹玉璜 

数据：长8.9厘米，宽2.6厘米。 

简介：此璜为单面片雕，正面琢雕背向两龙，中

间以勒槽分割，四周出脊，龙口微张，舌上卷作

开口的穿孔。龙身饰浅浮雕卷云纹，纹样饱满。

在卷云纹之间采用劲健的细阴线琢饰钩云纹、几

何纹作附饰。底面未抛光。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为特殊的朝代，较之其

他骑马民族，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更为纯粹。与

宋相反，元代强调武治，疆域最大时期，国土有

3300万平方公里之多！蒙古人自古还有经商习俗，

元朝统治者因此格外重视商业和手工业，所以元

朝除了疆域广袤之外，还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

的国家。如此强大的背景之下，元代器物上开始

大量流行龙纹乃是必然。元朝之龙保留了汉唐之

风，又在其灵动之上多了几分凶猛和自信。扬州

博物馆的这件国宝梅瓶，白龙整个置身于深蓝背

景之中，就是《易经》中“九五，飞龙在天，利

见大人”的表达。九五爻位乃君位爻，唯我独尊，

称霸天下的态势，被元代景德镇的工匠，表达得

如此淋漓尽致。 

中国茶、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的历史比饮茶的

历史还要久远。游牧民族相对农耕民族更偏爱饮

酒，对于饮酒的酒器也是更加注重。元代保存至

今的许多珍贵器物，十之八九都与饮酒相关。这

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在当时就是用来储酒的酒瓶，

使用者非帝王将相所不能享用。 

元代是我国饮酒的一个重要节点。元以前普遍流

行低度的酿造酒，酒器都比较大，不然不够喝。

元以后开始出现高度的蒸馏酒，度数高了，量就

下来了，酒器也开始改变。唐宋金元流行了几百

年的“经瓶”，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由酒器

改成了花器，所以改了称谓，叫“梅瓶”。 

近些年，由于社会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回归，国宝

文物的展览时常会引起一场狂热。大家为了亲眼

目睹一下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

图》《游春图》等，不惜排上半天的长队。听说

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要远渡东瀛到日本去

展出，很多人还专程飞到日本去观看。我们国家

为了将这些国宝保护好，国家文物局从2002年开

始，就陆续将一些具有极高历史、艺术、文化等

价值的国宝列入禁止出境展览目录。2013年8月19

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三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扬

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首当

其冲被列入其中。 

 

颜真卿《祭侄文稿》 

  

如果你想一览它的芳容，就只能像法国总统一样，

亲自去扬州博物馆的国宝展厅欣赏了。你欣赏时

可以将脚步放得慢一点，不仅能看到历史的物证，

还能听到元朝金戈铁马的回响。 

此类梅瓶或许不仅三件  

此类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按照我们目前的说

法，全世界范围内只存三件。那私下民间会不会

还有这类作品呢？我觉得理论上肯定会有。因为

历史这么长，世界这么大，什么可能都是有的。

乾隆大瓷母过去就认为有一只，前些年美国拍卖

就出现了第二只。像大瓷母、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这种陶瓷器皿，它不像书画，当年一个就是一个，

但瓷器当年的烧造一定会有多个数量。 

这种龙纹梅瓶在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多年前，

北京有一家拍卖行就拍过一只类似的白龙纹梅瓶。

拍的时候我上手看过，尺寸比扬州博物馆的要小

很多，二十多公分高，底下还有残。因为东西太

珍贵，当时有人就不敢认，不相信在这三只以外

还会出现第四只。我记得当时拍卖加佣金一共拍

了二百多万，这东西是被一位神秘的日本买家买

走了，买走了以后，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再露面。 

马爷说  

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叫“物以稀为

贵”，认为国宝发现的数量多了就不珍贵了，就

不叫“国宝”了，唯有一个才最好、才最珍罕。

但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去看的话，是期待更多的国

宝被发现。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

亲眼看到这些精品的真容，让我们的灿烂文明得

以传播。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