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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中国人在优美的风景中
泛舟水面 "这个场景 # 为了强
调 !中国风格 "$瓷器画师甚至
在远景处增添了一座高耸的
宝塔 $ 因为在

!"

世纪欧洲人
对中国的描绘中 $宝塔总是不
可或缺的中国地平线上的标
志性建筑#

!万历沉船 "的船体特征
与当时往来亚欧从事贸易的
大型葡萄牙船完全不同# 它非
常小 $可能是葡萄牙人在印度
半 岛 西 岸 的 贸 易 港 口 果 阿
%

#$%

&所造 $用于往来于中国
澳门 '广州与东南亚 '南亚地
区 # 这艘船在广州装船出港
后 $行至马来西亚附近海域不
幸沉没# 如果说荷兰商人只能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湾和巴
达维亚等待中国货船抵达 $葡
萄牙商人则在广州和澳门拥
有较大的贸易自由度# 他们对
运输什么货物 $也有更高的选
择度 # 这件克拉克赤壁赋瓷
盘 $很可能是葡萄牙商人主动
选中的一个瓷器品种 # 当然 $

也存在一些船货会行销东南
亚市场的可能# 不过我们基本
可以肯定 $大部分货物会在港
口重新装船 $ 然后销往欧洲 #

至少这件赤壁赋克拉克瓷盘
的外观特点说明 $它的最终销
售目的地是欧洲市场# 它也显
示出中国的瓷窑在瓷器制造
方面改造传统式样的弹性#

除以上两件考古发现以
外 $赤壁赋瓷也在其他地区留
下了踪迹# 在印度的德里兴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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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旧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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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赤壁赋瓷碗的碎
片# 在

!0

世纪中期$那里先后
居住着印度北部苏尔帝国的
皇帝舍沙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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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继承人# 在埃及开罗附近的
福斯塔特 %

3$45%5

&也发现过赤
壁赋瓷碎片# 福斯塔特是埃及
阿拉伯化之后第一个都城# 然
而

!6

世纪后 $ 福斯塔特逐渐
荒废 $成为垃圾堆积场 # 因此
所发现的赤壁赋瓷碎片可能
是瓷器破碎后 $作为垃圾被丢
弃在那里# 赤壁赋瓷烧制的高
峰是

7"

世纪# 可以想见$在当
时 $南亚次大陆的腹地和中东
地区已经可以获得此类产品 #

旧堡和福斯塔特均地处内陆 $

所以考古发现的这两件赤壁
赋瓷器必然经过地区内部的
陆路运输 # 在海路之外 $陆路
是必不可少的贸易渠道 $也是
商品到达终端消费者的必经
途径#

赤
壁赋瓷器到达欧洲后 $

又是怎样被看待和理
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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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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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静
物画家雅克*林纳德 %

8%9:*;4

<.,%+=

$

!&>"

(

701&

&绘制成一
幅油画 $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
些答案#这幅题为+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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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物画 $细腻精
准地描绘了窗边两张桌子上
的众多物品 # 画面右下方 $画
有一只满盛柠檬 '石榴等水果
的圈足大青花瓷碗# 碗身上似
乎写有大段的文字 $还绘有一
条方形顶棚的小舟 '舟上有乘
客和舟子 # 我们可以确定 $这
只瓷碗就是一件赤壁赋瓷# 林
纳德的这幅画 $是我们得以透
过当时欧洲人的眼睛看赤壁
赋瓷的一份宝贵资料#

林纳德的画证明 $至晚到
702"

年$赤壁赋瓷器已经登陆
欧洲 # 其时 $荷兰的东印度公
司已经过

2A

年苦心经营 $尽
管没有在中国大陆沿海如愿
建立口岸 $但通过在东南亚的
转口贸易 $大获成功 # 公司源
源不断地向欧洲行销茶叶 '瓷
器 '丝绸 '漆器等中国产品 $获
取巨额利润 $阿姆斯特丹也一
跃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中国
商品销售地# 荷兰当时的邻国
法国则没有直接开展与中国
的海上贸易 $宫廷和上层贵族
只能通过荷兰间接获得中国
货 # 此外 $在巴黎的圣日耳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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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圣 罗 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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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形成了大型
中国商品市集 $而林纳德恰恰
居住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区 #

70D"

年第一幅有这只碗的静
物画被创作出来时 $林纳德已
在巴黎上层人士中享有相当
的名望 $ 经济收入有一定保
障 $能够负担得起搜求中国瓷
器的花销 # 如此推测 $他所描
绘的这只瓷碗在

7"

世纪
DA

年代初制造出来后 $很快就被
纳入荷兰人的航海贸易 $被运
抵阿姆斯特丹 # 在那里 $法国
的瓷器中间商或拍卖行将它
贩运到巴黎 $再被画家林纳德
从巴黎的市集购得#

林纳德随后另有两幅静物
油画中出现这只赤壁赋瓷碗的
身影# 一幅作于

706(

年$同样
题为+五感,# 赤壁赋瓷碗这次
占据了画面醒目的正中位置 #

画中的瓷碗里摆放着桃子 '葡
萄等水果#碗身上除题文之外$

图绘部分可以辨认出船上除舟
子之外还有三人围坐在一起 $

舟身中间偏左的部分立有一旗
杆$上方有旗帜迎风招展#另一
幅为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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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国碗与
鲜花,#画家这次将赤壁赋瓷碗
作为主角来描绘$ 画中除瓷碗
和碗中怒放的各色鲜花之外别
无他物#垂下的花朵的缝隙间$

显露出碗身上一部分图案和若
干!文字"#

与同时代的荷兰画家殊
为不同$

7"

世纪的法国画家很
少在静物画中表现中国瓷器 #

林纳德显然是个例外 $他对这

只赤壁赋大瓷碗似乎青睐有
加# 一只中国瓷碗离开原产地
后已身价倍增# 林纳德将这只
本用来盛放凉粉烧饼等日常
餐饭的瓷碗 $与波斯地毯和珍
贵的金属餐具摆放在一起 $并
用极其精细的笔触加以描绘 #

这些都说明 $他认为这件中国
瓷器值得投入时间精力去观
察 '玩赏 $以至于用画笔仔细
记录下来#

林纳德的画作表现的是静
物画的一个固定主题# 所谓!五
感"$即听'味'嗅'视'触觉$静物
画家用物品表现或指代这五种
人的感官活动# 在林纳德笔下$

赤壁赋瓷碗盛放的酸甜可口水
果$代表味觉#由于瓷器不易得$

加上这种器皿精美的外观和易
碎的特质$静物画中的瓷器往往
带有世俗的欲望'欢愉转瞬即逝
等寓意#林纳德笔下的赤壁赋瓷
碗亦然#他的这一系列画上琳琅
满目的!物"$旨在激发观者的感
官享受$同时也含有!物欲带来
狂喜$狂喜之后是虚无"的道德
训诫# 有趣的是$静物画的流行
与欧洲从中国进口瓷器的贸易
繁荣基本上保持同步$ 在

7"

世
纪初走向兴盛$ 在

7(

世纪初衰
落# 静物画在

7"

世纪的迅速发
展$本身就是商业'农业繁荣$商
人阶层地位上升$奢侈享受大兴
的产物#

林纳德所描绘的赤壁赋
瓷碗显示出 !中国热 "兴起的
早期征兆# !中国热"发源自中
国商品在欧洲的销售 $以及有
关中国的知识在欧洲的传播 #

在来自神秘东方国度的物品 $

以及各类有关中国的出版物
和小道消息中 $欧洲发现了一
个理想的东方 -那里的人性格
随和 $常常在安静的楼阁里悠
哉游哉 $ 与大自然融洽并存 $

沉湎在无伤大雅的消遣中# 赤
壁赋瓷器的图案显然符合这
类想象 # 在当时的欧洲人看
来 $这些瓷碗的图绘更像是中
国博学之士泛舟江上纵情欢
乐这样一个单纯而令人愉悦
的画面#

表
面上看来$ 欧洲人不懂
汉字$ 会导致写有汉字

的瓷器不好卖# 但赤壁赋瓷已
告诉我们$答案远非这般简单#

70D6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毛瑞特斯 %

E%*+.5*4

&号远洋
船 $自公司控制的重要贸易港
口巴达维亚返回阿姆斯特丹 #

一份货物票据显示 $船上所载
的

06>67

件瓷器货物中 $有一
批被票据记录称为 !文字杯 "

的瓷器 # 三年之后的
70D0

年
7D

月 $斯希丹 %

@9F.;=%C

&号运
载着

7D(71

件瓷器货物 $以同
样的航线驶向阿姆斯特丹# 票
据显示$这次船上有!

&AA

只题
有中国文字的大杯"$以及

'AA

只有文字和龙纹图样的小杯 #

荷兰商人保留下来的这些文
档显示 $他们是在有意识地运
输'经销文字瓷#

整个
7"

世纪荷兰都在努
力尝试打开中国的通商渠道 $

但始终没有成功 $因此只能徘
徊在东南亚等外围地带# 中国
商人会在冬季季风向东南方
向吹去时 $将货物运抵东南亚
港口 # 上文提到的 !哈彻号沉
船 "就是在这个航程中不幸失
事的# 等待在东南亚的荷兰东
印度公司商人则会对货物进
行挑选 $ 再次装船后运送回
国# 斯希丹号也印证了这种在
中国本土之外进行交易的贸
易模式 $船上的货物采购自位
于泰国南部的北大年 ' 宋卡
%位于泰国南部 & 和东印度公
司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

目前暂时不清楚这两份档
案中记录的!文字杯"是否就是
赤壁赋瓷$ 不过这些档案至少
提示我们一个理解赤壁赋瓷贸
易和消费的方向- 对当时的欧
洲市场来说$ 赤壁赋瓷除了是
绘有中国的文化精英在水面上
游船享乐景象的瓷器之外 $瓷
器上的汉字题文同样引人注
目$可能是瓷器获得收购'销售
和消费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点 $林纳德的画
作也能透露一些信息# 对一位
静物画家来说 $不难避开描绘
瓷碗上自己不懂的文字 $专注
描绘碗上的图画# 但林纳德并
无此意 # 在时间跨度长达

7A

余年的
'

幅画作上 $他都有意
再现这只大青花瓷碗 !图文结
合 "的装饰式样 # 尽管不通汉
字 $ 他仍极力摹仿汉字的外
形 $在画布上进行仿写 $并细
心地保持字与字之间的距离 #

他 !题写 "的文字 $乍一看上
去$几可乱真# 林纳德的仿写$

折射出画家以至整个欧洲社
会对中国汉字的极大兴趣 $这
方面的兴趣也极有可能是在
中国本是低廉商品的赤壁赋
瓷器得以进入欧洲消费市场
的缘由#

经
过一段时间的贸易和
传 播 $ 到

7(

世 纪 晚
期 $赤壁赋瓷已能够跻身当
时欧洲著名瓷器收藏家 '萨
克 森 选 帝 侯 及 波 兰 国 王 奥
古 斯 特 二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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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收
藏 #居住在德累斯顿的奥古
斯 特 二 世 对 瓷 器 收 藏 热 情
极大 $不仅蓄积了超过两万
件亚洲瓷器 $还辟专门的名
为 ! 日 本 宫 " %

8%I%,.49F;

)%/%9;

& 的宫殿来展示自 己
的 亚 洲 藏 品 和 本 土 迈 森 制
造的瓷器产品 #

7"D7

年 $在
他瓷器收藏的盛期 $制作了
一份藏品清单 # 奥古斯特去

世后 $他的继承人并不重视
这批瓷器收藏 # 备受冷落的
亚 洲 瓷 器 被 挪 放 至 宫 殿 地
下室 # 不过 $

7""A

年至
7"">

年间 $一份新的藏品清单被
制作出来 $对

7"D7

年的记录
作了更新 #

根据第二份清单 $奥古斯
特二世拥有两件赤壁赋瓷 $编
号分别为

)JKL 122A

和
1227

#

在清单中 $它们被称作 !深蓝
色釉金色中国字 " 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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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件洒蓝釉底笔筒 $图案
和题文以金色釉上彩的方式
呈现 $视觉效果华贵典雅 # 这
种类型的瓷器 $在当时售价远
高于普通的青花彩瓷器 # 此
外 $奥古斯特二世还收藏有两
件青花釉下彩赤壁赋瓷碗 $编
号为

)LKL6"D(

和
6"D>

$ 图案
和大小都非常近似本文开头
提到的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
的那件 # 从风格推断 $两件赤
壁赋瓷碗的制作年代早于两
件洒蓝底笔筒 $ 是

7"

世纪上
半叶的产物#它们不晚于

7"D7

年进入国王的宫廷收藏 $在此
之前可能辗转于欧洲的瓷器
藏家或古董市场#

奥古斯特二世个人有数
个收藏途径# 其一是萨克森地
区的瓷器商人 $他们经销从荷
兰拍卖行购入的瓷器货物# 其
二是受国王调遣的宫廷人士 $

他们利用在荷兰公干的机会
为国王购买瓷器 $或他们的藏
品有时也被国王直接收购# 另
外国王自己也会直接给出瓷
器订单# 他所收藏的几件赤壁
赋瓷器究竟是从哪个渠道所
得 $已不可考 # 但可以肯定的
是 $对他的东方瓷器收藏事业
而言 $大陆最西端与中国有海
运直接往来的荷兰意义非凡#

出
产于中国景德镇和其
他沿海民窑的赤壁赋

瓷器 $ 在
7"

世纪经由蓬勃发
展的海上瓷器贸易 $ 经葡萄
牙 '荷兰商人之手被出口到欧
洲 $ 其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为
重 #其后又通过大量不知名的
中间商人在欧洲境内分销 $进
入画家林纳德这样富裕市民
的收藏 $以及奥古斯特二世这
样地区统治者的宫廷收藏 #赤
壁赋瓷器的生产和外销 $既随
着整个瓷器外销贸易的发展
趋势潮涨潮落 $也有作为文字
瓷的特殊性 #

7(

世纪中期后 $

由于中国本土 !图文结合 "的
瓷器样式开始走下坡路 $外销
瓷进入更迎合消费市场口味
的订制瓷阶段 $赤壁赋瓷也逐
渐在外销贸易中难觅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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