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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
至 8 月 9 日 18 时 40 分，2022 年
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全
国总票房已突破70亿元（含预
售和点映），总场次 2286.2 万，
总人次1.81亿。《独行月球》《人
生大事》《侏罗纪世界 3》分列
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截至以上
时间段，这三部影片票房分别
为21.09亿元、16.76亿元、10.60
亿元。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多部好片的上映，观众观影需
求进一步释放，暑期档单日票
房上限有望持续提高。（综合

《每日新报》《中国纪检监察
报》）

今年的暑期档，注定是一
个不平凡的档期。《侏罗纪世界
3》率先上映，拉开了暑期档大
幕，紧随其后的《人生大事》将
气氛推向高潮。7月29日上映
的《独行月球》则彻底让暑期档
爆火了一把。这部影片也成为
今年的爆款，上映仅半月有余，
票房一路高歌，且连续14天获
得日票房、上座率、场均人次和
总人次的“冠军”。

目前来看，今年暑期档总
票房已接近去年同期，现在距
离档期结束还有近三周时间，
总票房超过去年同期应是“板
上钉钉”。去年暑期档仅有《怒
火·重案》《中国医生》《失控玩
家》等几部热门影片，今年的热
门影片除了大火的《独行月球》
外，还有上映中的《人生大事》

《侏罗纪世界 3》《神探大战》
《明日战记》《外太空的莫扎
特》。即将上映的《漫长的告
白》和《断·桥》，也有着超过 15
万的“想看”热度。值得一提的
是7月8日上映的《隐入尘烟》，
豆瓣评分高达8.4分，目前暂列
2022 年度豆瓣口碑排行榜第
一，影片票房也在好口碑的助
力下不断攀升，截至发稿票房
已突破1800万元。

今年暑期档不论从总票房
看，还是从上映影片的质量看，
都好过去年同期。这无疑给了
疫情冲击下经历过“寒冬”的电
影行业以巨大信心，同时亦透
露 出 电 影 市 场 已 有 回 暖 的
迹象。

不得不说，早在疫情之前，
国内电影行业已暴露出不少问
题：大 IP、大制作、流量明星
扎堆；逢热门档期，票价居高不
下却烂片频出；上映影片数量
多、质量差，市场充斥“叫座不
叫好”的庸作劣作；更有好影片
档期一改再改，造成观影人数
进一步流失，行业走入低迷自
是必然。

疫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是“影市问题”爆发的催化剂。
但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疫情的
发生，却也倒逼国产电影不得
不进行结构性调整，让电影从
业人员意识到，中国电影行业
必须回归电影的本质：演员凭
演技说话，导演、编剧靠专业立
身，电影作品用质量赢得市场。

好作品才是硬道理。电影
市场的繁荣，归根结底有赖于
提高作品质量。不论哪个年
代，观众对于优秀作品的渴求
都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曾表示，不
能把中国电影所有的问题都简
单地推给疫情；除了疫情，还需
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电影产业自
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归根到底，拿出好作品，需要中
国电影行业不断提升生产力，
优化资源配置，回应社会发展
和大众精神需求。

今年的暑期档“火”了！这
也为电影市场释放出积极的信
号。影片数量不多，但佳片不
少——高质量影片无疑对整个
电影行业恢复起到了强心剂的
作用。我们希望在这番提振之
下，电影行业真正摆脱之前的
恶性循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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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阳北岳庙往北
沿乡间公路，穿过丘岭地
带，20多公里后进入了
一片较平缓的盆地，这里
便是古代定窑窑址的聚
集区。从东边的通天河，
西到燕川村，民间曾传，
当年这里有“大窑三千
六，小窑如牛毛”。今天
我们仍然能看到大大小
小十三座瓷片堆，堆积了
难以计数的瓷片、窑具、
炉渣等物，无声地诉说着
曾经的历史与辉煌。

曲阳古属定州管辖，
是定瓷主要的集散地，这
里的瓷窑因此被称为定
窑。

如果说瓷文化是华
夏文明的重要贡献，那么
定瓷无疑是中华悠久瓷
文化的璀璨明珠。自唐
至宋元，穿越历史长河，
定窑始终闪耀着淡雅朴
素、宁静温和的光芒。在
七百余年的烧造历史中，
定窑瓷器以“洁白素雅、
瓷质精良、纹饰秀美”成
为一时之冠。长期以来，
世人公认宋代有五大名
窑：定、汝、官、哥、钧。宋
代太平老人在《袖中锦》
中，将定瓷与端砚、洛阳
花、建州茶、蜀锦、吴纸等
列为“天下第一”名品，可
见其名之隆。

定窑在宋金时期是
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窑
场，后虽失于元代，但它
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我国
陶瓷发展史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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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窑迷踪

随着蒙古兵南下，战争对北方地
区造成巨大破坏，瓷器匠人大量南下
避难。加上各阶层审美情趣在这个时
期发生了转变，种种原因，使定窑自
元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之
人，只能从文献和传世器物中识其一
二，其窑址的确切位置，也湮没在历
史的尘埃中。

上世纪 20 年代，时任国立北平
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为采
集古瓷片来到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
在这里，他发现了由瓷片堆积而成的
瓷堆子，由此意外揭开了定窑遗址之
谜。1934 年，叶先生在其著作《古今
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提出：定窑遗
址的确切位置在“剪子村”和“仰泉
村”——这实为因方言而产生的美丽
误会，乃“涧磁村”和“燕川村”的
音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窑
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逐渐展开。
故宫博物院先后两次派人对定窑遗
址进行实地复查，确认曲阳县涧磁
村为定窑窑址所在地，并初步判断
定窑自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
有较大发展，宋代工艺极盛，金代产
量最大。

1960 年至 1962 年，原河北省文
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的地理位
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
范围和文化层堆积情况，进行了调
查，并试掘 420 平方米。1985 年至
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再次对定
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近
2000 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
具。此后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清理和
调查，直到2009年底至2010年初，河
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和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
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
第三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丰
富的遗迹和遗物，取得了丰硕成果，
被评为 200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从发现到逐步发掘，笼罩着定
窑的迷雾，在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努
力下渐渐被拨开。人们沿着历史细
碎的线索，再次看到了千年前“她”
的芳华。

时光回溯，来到唐中期，那时人
们常用的还是北方邢窑所产“类银”

“类雪”的白瓷，以及南方越窑“类冰”
“类玉”的青瓷，所谓“南青北白”。此
时的定窑，从模仿邢窑的精细白瓷发
展起来，其源地涧磁、北镇、燕川一
带，又为制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

在这片位于太行山东麓余脉围
成的盆地内，河道水流潺潺，矿物
资源丰富。县境三面皆山，树木茂
盛。当地县志记载：“灵山一带惟出
煤矿，龙泉镇则宜瓷器，亦有出滑
石者。”茂盛的林木和灵山盆地丰
富的煤矿资源，成为定窑烧造的燃
料，为窑业发展提供了巨大便利。
定窑是北方地区较早使用煤为烧
瓷燃料的窑场；而大量丰富的白云
石、石英、长石和优质粘土，则是制
釉制胎的上等原料，造就了定窑瓷
器的洁白光润；“泉水沟”“马驿沟”
等天然溪水贯穿其中，带来源源不
断 的 水 资 源 ，为 窑 场 发 展 提 供 了
保障。

晚唐以降，随着邢窑走向衰落，
定窑开始逐渐取代邢窑的地位，成为
北方精细白瓷生产的代表。北宋至
金，定窑继续繁荣兴盛，既有宫廷御
用的“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

“东宫”款精致器物，又有平民百姓所
用、制作稍粗糙的生活用具，可见定
窑产品覆盖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
元代，定窑虽仍有较大规模烧造，但
产品质量、精细程度等，都较宋金时
代 相 差 甚 远 ，漫 天 窑 烟 终 究 渐 渐
淡去。

二 瓷光雅韵

精美的定窑瓷器，迎合了宋代上
层社会的审美情趣，为士大夫阶层所
关注和青睐。曾在定州做过知州的宋
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
红玉”，在他看来，定瓷茶具不仅美，且
精细坚致，与名茶相得益彰。

元代学者刘祁，在其所著《归潜
志》中赞誉定窑瓷器：“定州花瓷瓯，
颜色天下白。”刘氏所言“花瓷瓯”，是
指定窑白瓷上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
饰。定窑瓷器延续了前代白釉器素
净、雅致的艺术风格，又突破性地加
以多种装饰技法，其工巧富丽的程
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
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开白瓷装饰之
先河。

定窑瓷器的纹饰多有花卉纹，如
牡丹纹、莲瓣纹、萱草纹、团枝纹等；
又有动物禽鸟纹样，如云龙纹、凤凰
纹、鸳鸯纹、双鱼纹、狮纹等。定窑刻、
划花讲究灵动流畅，刀法犀利，线条
清晰，具有浅浮雕效果。故宫博物院
所藏“定窑白釉刻花牡丹纹盘”为宋
代器物，盘的近口沿处刻划卷草纹一
周，内底刻划缠枝牡丹纹，纹饰清晰
流畅，花朵丰满，搭配温润的白色釉
面，尽显恬静之美。

印花则不同于刻、划花的自由与
个性，其纹饰要预先在陶模上刻好，
再以未干透的瓷坯压印，构图严谨、
布局匀称、繁复精巧。因有固定的模
具，印花工艺相较于刻、划花工艺，要
省时、省工，更适合大批量生产。定窑
印花装饰或受定州缂丝艺术的影响，
没有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甫一出现，便表现得比较成熟。宋金
时期定窑的印花技艺，堪称当时“印
花之冠”。河北博物院所藏“白釉印花
缠枝莲纹大盘”，盘内满印缠枝莲和
折枝莲纹，花纹借鉴了定州缂丝艺
术，印花繁缛，层次清晰，满而不乱，
显示出定窑印花技艺水平之高。

此“白釉印花缠枝莲纹大盘”的
外部积釉处有“泪痕”。“泪痕”是器物
在烧制过程中一种自然流釉的现象，
定瓷流釉多呈条状，宛若垂泪，故称

“泪痕”。《南窑笔记》曾评价定瓷“白
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明代曹昭

《格古要论》也有“外有泪痕者是真”
的记载，“泪痕”是定瓷的特征之一，
后世有许多仿“泪痕”之器，但均不能
得其要。

定瓷工艺，除刻、划、印花外，亦
有贴塑、剔花、金彩描花等工艺，且远
不止如此。

早在北宋初年，定窑便生产供上
层社会使用的“金装定器”，即在口
沿、圈足等处，用金、银、铜等包扣。口
沿以金属镶扣，为定瓷的一大特点。
采用这种装饰的原因，一是因定窑瓷
器多用覆烧法，即将器物反扣进行烧
造，尤其是宋中期后首创支圈覆烧
法，极大提高了产量，但覆烧会出现
口沿无釉现象，称为“芒口”，所以有
时会以金、银、铜等镶嵌器口来进行
掩饰；另一种则是有意为之，宋代统
治者的饮食器具上装饰金银扣的现
象非常普遍，瓷的莹润与金的华贵相
结合，更能突显出使用者身份的尊
贵。宋代林禹《吴越备使》记载：太平
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某日“王进朝
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
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
株。”二千事即二千件，并与水晶、玛
瑙、珊瑚树共献，由此可见定窑瓷器
之珍贵，以及宋代统治者对定瓷的珍
视。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曾出土
一件“白釉‘官’款金银扣花口盘”，口
沿施釉并用鎏金银片包套，这种金装
工艺与陶瓷艺术的完美结合，贵而不
俗，别具匠心。

定窑器物造型丰富，纵观其窑业
整体发展历史，以碗、盘为大宗，另有

钵、盏、杯、盒、壶、罐、瓶、洗、枕等
多器型。器物风格整体轻巧规整、
典雅秀丽，釉色莹润，胎质细腻，
胎体坚薄。除白釉外，也有绿釉、
黄釉、黑釉、酱釉、三彩器等，黑釉
和酱釉即文献所载之“黑定”和

“紫定”。
宋尚文治，衍生出独特的社

会风貌和审美。宋人吴自牧在《梦
粱录》中曾提到过宋代文人生活
四雅：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而定
瓷造型讲究朴素典雅、纤细俏丽，
正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
相迎合，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饮
酒论诗的文人雅事中，无不有定
瓷身影。

河北博物院藏有多件涧磁村
所出的晚唐时期茶炉、茶碾、茶臼
等器，说明定窑自唐便产茶具。苏
轼在《试院煎茶》中写潞公煎茶专
爱定州花瓷，潞公即北宋名相文
彦博，宋人慕定瓷可见一斑。明末
文人陈贞慧记其家藏白定百折
杯，为茶具中最美最具韵味之器，
也可见古人对定窑茶器的推崇。

除了茶事，古代文人讲究插
花之趣，对花器也极看重。明代袁
宏道在《瓶史》中曾评价官、哥、
象、定等窑，细媚滋润，作为盛花
的器皿最得花神之精神。此外，定
瓷还有用于文房的洗、盂，用于酒
事的执壶、梅瓶等，而造型独特的
孩儿枕，素面光洁，人物形态逼真
可爱、栩栩如生，正是“忘机堪昼
寝，一枕最幽宜”。乾隆皇帝亦喜
定瓷，有人统计过，乾隆诗篇中有
199 首专门题咏瓷器，其中咏定
瓷的占了近六分之一，以孩儿枕
为题材则多达11首。

定窑瓷器丰富的器型和用
途，反映出它与当时雅致生活的
联系。因此，定瓷不仅风雅，亦足
日常之需，是生活与美学的交织
融合。易中天在书中说：“尽管宋
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
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
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
此论用于形容定瓷作为一种精致
生活的体现，也是恰如其分的。

三 传承有继

定窑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
地位和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对白
釉瓷器发展的延续与推动、装饰艺术
的突破和烧制工艺的创新，也在于其
对当时、对后世、对国内乃至世界的制
瓷技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唐五代，定窑逐渐取邢窑而代
之，其所产瓷器行销全国各地。考古发
现东到辽宁，北到内蒙古，南至浙江、
湖南，西至陕西的广阔区域内，都有定
瓷出土。定瓷在宋时成为“天下第一”
的名品，对南北方的众多窑场，如周边
的磁州窑、井陉窑，山西的介休窑、平
定窑，北京龙泉务窑，江西景德镇，四
川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
窑场纷纷仿造定器，出现了“土定”“新
定”“北定”“南定”等仿器，被称为“仿
定器”，并形成庞大的“定窑系”。

不仅国内，海外也发现许多定窑
产品。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定窑瓷
器远销海外。印尼井里汶海域发现的
北宋初年沉船，即出有定窑瓷器，船
上的越窑青瓷包括秘色瓷，已被海水
侵蚀得面目全非，定瓷却分毫不损、
光彩依旧。除此之外，朝鲜半岛新安
海域沉船、泰国南部郭各考遗址和林
门波遗址、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许多
考古现场，都发现过定窑瓷器。

历史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海外
出现过定瓷的记载。元代李志常在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述，其师丘处
机在金末来到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
尔罕见国人用瓷器“有若中原定磁
者”，即是定瓷在中亚流通的生动写

照。定瓷，不仅见证了世界多样文明，
更以其独特之美，对古今中外陶瓷艺
术和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沉浮难测，古代定窑从创烧
到勃兴，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直至蒙
上了许多神秘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随着窑址保护发掘工作的深
入开展，定窑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
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
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后来，
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
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
1988年，定窑遗址又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随着定窑逐渐沉寂，定瓷
烧制技艺也失传于世，一代瓷中瑰宝
只能从传世之器领略其风采。直至上
世纪 70 年代，陈文增、蔺占献、和焕
等，在没有任何生产及工艺技术记载
的情况下，不断探索，反复研烧，对定
窑的装饰艺术、造型特点、工艺过程进
行了全面破译，使失传已久的定瓷技
艺重获新生——高雅清丽的定瓷以全
新面貌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2008年，

“定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定瓷艺术再次
向世界展现出她的魅力。

千年窑火，传承不辍。古老的定
窑，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光彩。愿
她在一代代定瓷人的探索与传承中，
创新发展，生生不息，芳华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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