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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距印尼爪哇岛中部约

100海里外的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一艘沉

船，船沉没至海底深达56米，打捞难度

很大。打捞工作始于2004年7—8月间，

至2005年10月底才告完工。沉船里共发

现几十万件越窑青瓷碗、盘、注壶等，

白釉瓷器有2500余件，其中包括碗、

碟、花瓶、枕、海螺形白瓷法器等等不

同造型的器物。由于其中的一只越窑刻

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加之

与其他考古材料的对比，我们大体可以

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十世纪的中

后期。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产生以后百年

来，各个时段的考古学都有了长足的发

展，宋元明考古作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考古资料的积累日益丰富，

研究逐渐深入。然而，治宋元明考古的

学者都知道，作为这一断代考古发端的

北宋早期的资料十分稀少，成为宋元明

考古研究中的重要缺憾。也制约了对这

一时期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因

此，沉没于北宋早期的井里汶沉船中的

丰富资料，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早期瓷器

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类产品。晚唐开始，

越窑步入了其发展历史中的辉煌时期。

从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的年代为826年

前后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的越窑瓷器、陕

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被明确称为

“秘色瓷”的器物，到五代临安等地发

现的数量多达十几座的吴越国王族和贵

族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青瓷，直至北宋咸

平三年（1000）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皇

家用越器巾，我们可以看到九至十世纪

越窑已经可以生产出釉色纯净的青绿色

瓷器，而且质量变得日益稳定，装饰技

法中的划花、刻花和细线划花的发展脉

络也比较清楚。然而，对这一时期越窑

的生产规模，我们却只能从文献资料上

去认识。《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

世家》中记载了太平兴国三年（978）

钱椒一次就向北宋王朝贡“越器五万

事”，加上“金扣越器百五十事”。

类似的进奉瓷器的记载还有多条。从这

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吴越国为

了与中原的五个王朝和后来的北宋王朝

保持良好的关系，常常以数量巨大的越

窑瓷器作为贡品进奉到中原王朝；第

二，在进奉的瓷器中，有一类加金银扣

的精品瓷器，是所有贡品中的精品，常

与金银器皿、丝绸和各类舶来之物，如

香料、犀角、珊帽等等作为吴越国最重

要的特产直接贡给北宋王室，这类器物

又被称为“金银饰陶器”，其数量在总

的进贡瓷器中所占数量很少。尽管我们

现在不能确知吴越国有国的历史时期内

进奉的越窑瓷器的总数，但是这种非常

珍贵的带有金银装饰的瓷器，在北宋太

祖、太宗两朝，吴越国就进贡了14万

件，如果按前述《宋史》所记的进贡比

例，在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

所进奉的越窑瓷器的数量即可逾二百万

件，这些进奉的瓷器又是从越窑生产的

全部瓷器中精选而出，可见当时越窑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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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产量会是多么大。然而，除了窑址

上可见大量的窑业废弃物，在考古发现

的墓葬、窖藏、塔基和城市及居住遗迹

中，我们很难看到足以反映文献记载的

越窑生产规模的资料。井里汶沉船中出

水的大量越窑瓷器成为诊释十世纪后半

叶越窑生产规模的最有力证据——仅仅

是前往爪哇的一条商船上，就出水了多

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

碗、盘、盏托、杯、瓶、罐、盒、炉等

多种器型，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

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等。

1997年发现的位于雅加达以北15

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被学者

们称为“印坦沉船”，这条船的时代根

据出水的带纪年银锭上的刻款和其他

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918至960

年，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我

们大体可以将印坦沉船视为十世纪中叶

的一批船货。其中也出水了大批的中国

瓷器，除去早期被打捞的器物，正式发

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

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包括一种有四

个平置的桥形耳的小罐）就有4855件，

占了6.4%。剩余的器物中以越窑青瓷为

主，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

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因此，越

窑瓷器所占的比例约在20%一30%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印坦号沉船中越窑瓷器

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了。井里汶沉

船的时代恰好排定在十世纪后半叶，大

体在印坦沉船之后不久。根据发掘者的

报告，在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

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

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

在30万件以上，是这条前往爪哇东部诃

陵国的货船中最重要的货物。

井里汶沉船沉没的年代就很可能是

在北宋在两浙建立市舶司以后。沉船中

的船货充分体现了两浙地区十世纪后半

叶以越窑瓷器为龙头的瓷器贸易盛况。

有学者认为，宋初设立的两个最重要的

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和两浙市舶司在

管理上是有分工的，广州市舶司主要是

管理海外来的舶商，而两浙市舶司主要

管理境内舶商的出海。根据是《宋会要

辑稿》记载:“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

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碟，请官给券

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井里汶沉船

中的越窑瓷器使我们对这一记载和分工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际表明了两浙

地区的越窑瓷器在当时贩出的货物中占

有最重要的地位，中国贩往海外的主要

货物就是越窑瓷器，因此两浙市舶司主

要管理的是向外运销的瓷器。我们还看

到，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瓷器在器物

造型的丰富、装饰纹样的多样性上，都

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以往对越窑的

认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以往总

是从晚唐时期的文献出现“秘色瓷”这

一称谓，以及文献中不断强调的秘色瓷

是钱氏有国时期的供奉之物这类记载

中，自然而然地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是

越窑生产的最高峰时期，但今天根据井

里汶的船货，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越窑

真正的生产顶峰时期应该是在十世纪后

半叶的五代末到北宋早期。唐代以来广

泛出现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窑场，其

真正的兴盛取决于广泛的需求和畅通的

市场。因此，销往海外是这一生产高峰

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井里汶沉船中出

水了几件划画龙纹的大盘，其与目前北

宋皇陵区发掘的唯一的陵墓——北宋咸

平三年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一件龙纹

大盘几乎完全相同。沉船中出土的牙盘

与李后陵中出土的也十分相似，这类牙

盘常常在一些高等级的遗迹中发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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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五代天福四年马氏王后康陵也出

土有数件楼角方形的牙盘。

另外，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普通

遗址中比较少见的摩羯形酒船和龟磕等

器物。总体上体现出，器物的种类上具

有较高的等级，质量上亦多属上乘。李

后陵中出土的精美越窑瓷器和定窑瓷器

被认为是北宋早期主要的贡御用瓷。同

样造型、纹样和质量的器物同时出土于

皇后陵和外销的货船中，应该能说明两

个问题：第一，十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

的最精美的产品，既被选来用于贡御，

也被用来作为外销产品。可以看到，当

时经常是选择质量最好的、最高档的瓷

器用于外销的；同时，唐代后期中国开

始形成的并不断增长的对东南亚地区物

产的需求，如香料、犀角、砒渭等，使

中国商人不得不用大量的贵重资源如丝

绸和钱币等，去换取这些物品；由于晚

唐五代钱荒的出现和政府严格的禁铜政

策，使用瓷器作为交换物品替代钱币成

了一种很好的选择，这也是瓷器产量增

加、质量提高，甚至政府推进瓷器质量

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选择外销产

品时，选出最精美的产品，以等重物品

中最具价值的器物来换取中国需要的各

种珍异物品，这是在对南海地区贸易中

形成的一种带有习惯性的做法。因此，

最精美的器物出现在商船上也就不足为

奇了。

第二，越窑在北宋初明确是贡御的

窑场，而且是一种设窑务并派官监烧的

管理体制。但是，御用的瓷器与外销的

瓷器造型、纹样相同，亦有两种可能:

其一，当时御用的瓷器并无特别的要求

和样式，只是选取优质的器物而已，因

此，同样的器物在贡御以外，也可用作

商品外销；其二，当时设置的瓷窑务很

可能与大规模生产外销瓷器有关，是政

府实行专卖制度的一种管理机构。这一

点与印坦沉船出水的刻有“盐务银”、

“盐税银”铭文的银锭有某些相似之

处。或许，越州的瓷窑务既大量生产外

贸瓷器，也承接为宫廷的烧制瓷器。

井里汶出水了大量器物的沉船，可

以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新信息。沉船

出水的白瓷数量并不很多，但可以看到

与黑石号出水的白瓷在组成上有了很大

变化。黑石号出水的白瓷器有数百件，

包括了白瓷、白釉绿彩瓷和青花瓷，从

产地看，应以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为大

宗，另外有少量质量较高的邢窑白瓷和

一些可能产于河南安阳的产品。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与印坦沉

船出水的瓷器都已基本不见高质量的邢

窑白瓷和巩义窑瓷器。井里汶沉船出水

的白瓷的情况与印坦沉船相似，其中数

量较多的小件白瓷器，如白釉的瓜棱小

罐应该是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少量质量

很高的白瓷器，如唇口直壁浅腹盏，具

有比较典型的定窑特征，是五代末到北

宋早期的定窑产品。与印坦沉船相似的

是，井里汶沉船中也出土了几件白釉盘

口长颈瓶，这种瓶以往在外销瓷器中并

不罕见，开罗美国大学考古队在发掘埃

及福斯塔特遗址时也发现过类似的瓶，

表明这是一种在南洋（指加里曼丹岛以

西的环印度洋地区）有着特殊用途的器

物，因此在海外屡屡发现。

（据《故宫博物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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