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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Abstract：There is a Jun kiln flask in the Hungarian Princess Esterhazy Odescalchi collection. By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flask and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Jun kiln, the evidence has shown the date of
this official Jun kiln flask is from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o Xuande period. The shape of this flask proves that it
is a porcelain foot-warmer used for heating in the winter in northern regions - Tang Pozi. In early Ming Dynasty,
diplomatic envoys were sent by the emperor through both sea routs and inland routes to various regimes in
Central Asia. Tribute trad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ith Samarkand. Until the Wanli period, this foot-warmer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s was probably transport to Central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through the overland
tributary trade. It is important evidence of Sino-foreign exchanges.
Keywords：Jun-kiln flask, Ming Dynasty Jun Official Kiln, Foot-warmer, Land road Tribute trade System,
Eastern Europe.

摘要：匈牙利埃斯泰尔哈吉家族公主旧藏一件钧窑扁壶，考查这件扁壶的特征，对比钧窑的发展历史，证明

这件扁壶是明代钧官窑的器物，属于粗放型的钧官窑，时代为明初到宣德时期。这件扁壶的造型特征证明其

是北方地区冬季取暖使用的瓷寝具——汤婆子。明朝建立之初，不仅从海路沟通外域，也从陆路大力交通联络

中亚各政权，如傅安、陈诚等从陆路出使西域的壮举，与撒马尔罕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直到万历年间。这件北

方地区使用的冬季取暖的寝具，很可能是通过陆上朝贡贸易运往中亚并传到东欧的，是中外交往的重要证据。

关键词：钧窑扁壶；明代钧官窑；汤婆子；陆上朝贡贸易；东欧

试论一件东欧旧藏钧官窑扁壶的用途及传播途径

匈 牙 利 埃 斯 泰 尔 哈 吉 家 族 公 主 （Princess
Esterhazy Odescalchi） 旧藏一件明代钧官窑扁

壶，此器于 1987 年释出，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

当年的春季拍卖 ［1］。埃斯泰尔哈吉家族自中世纪

以来是匈牙利的一个世家，家族的许多成员先后在

匈牙利的政府、教会、外交界和军界担任要职。

埃斯泰尔哈吉家族公主正好生活在家族热衷艺术

和文化的时期［2］，是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埃斯

泰尔哈吉公主及其家族收藏的艺术品后来成为匈

牙利国立博物馆装饰艺术馆的重要藏品，是现存

欧洲的一批非常重要的早期入藏的东方艺术品［3］。

扁壶边径 （不含口） 24.5 厘米，为卧式，壶

身正圆形 （图一，图二，图三），上面为圆鼓的

拱形顶，拱顶边部有一斜出的短颈圆唇卷沿小

口，下面亦为曲拱形，但在着地处挖一浅浅的隐

圈足，因此从正视的角度看下半部的曲拱比上面

的略浅，边部有一圈圆曲的凸棱，既有装饰性，

又有加固上下合范的作用。器物胎体呈浅灰褐

色，细而坚致。通体施天青色釉，略泛月白色，

釉层均匀，较厚，口、颈部釉薄处呈肉红色；釉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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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光润，在棱上和底部有细小的蚯蚓走泥纹；施

釉至足，从与底部胎釉的交界处可见很窄的露

胎，其余部分施有一层浅白灰色到深棕褐色的光

亮的护胎釉；足边部有流釉造成的少量粘沙。此

器后历经英国古董商埃斯肯纳齐等名家收藏，流

传有序。

一 窑口和时代考订

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一类十分

重要的瓷器产品［4］。对钧窑开展的考古工作和深

入研究相沿不断，在钧窑的核心产区河南禹州市

开展了多次重要的考古工作。河南省博物馆文

物工作队 1974 年对禹州钧台窑址的梨园地地点

的发掘，发现了“精致型”花器类器物的生产地

点［5］；2001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禹州神垕

镇西南的几个地点发掘，发现了北宋末期的地

层，对钧窑的生产历史进行了分期研究 ［6］；2004
年，为了配合原禹州制药厂“古钧花园”住宅楼

建设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钧台窑址八

卦洞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7］，这次发掘的地点

位于 1974 年发掘地点西北约 500 米处，发现了

“粗放型”花器类器物的生产地点，并出土了多

种釉色的多种其他造型的器物。2011 年，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河南省禹州市鸠山乡闵庄钧窑

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了从北宋

后期到明代初年的地层，了解了元末明初钧窑产

品的生产特点，对明代前期钧窑官窑和民窑的关

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8］。2013 年，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对禹州市神垕镇区“钧都新天地”工程

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元代到近代的制瓷

业遗存，证明禹州地区从明代中期以后就不再生

产钧釉瓷器，而以白地黑花瓷为主要产品［9］。

这些发掘使我们对钧窑瓷器中心产区生产面

貌的发展变化有了较清楚的认识。钧釉瓷器出现

于北宋末期，此时主要生产小件器物，但制作精

致、规整；碗盘的腹壁多呈优美的圆弧形曲线，

圈足偏大，足壁较直并稍薄，制作十分规整。胎

色较浅淡，呈白褐色、灰褐色或浅褐色，即通常

所说的“香灰胎”，胎质细腻坚致。钧釉器物的

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光泽不甚强，釉色

淡雅匀净，部分器物布满小块的开片，每件器物

上都表现出釉色的差异，口部等处由于呈色物质

的垂流常常呈赭绿色，在器物转折部釉稍薄处则

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器物露胎部施护胎釉 ［10］，

总体上显得十分典雅和精致。这时期钧釉器上少

数有大片的红彩，红色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

淡，而且与天青釉极好地交融，流动自然，宛如

天空中的流霞［11］。（图四） 但这时带红彩的器物极

少，不仅地层中出土的很少，传世的也不多见［12］。

金代前期，钧窑产地颖昌府受到宋金战争的

重创，生产一度十分凋敝。金世宗继位以后，稳

定了与南宋的关系，签订了“隆兴和议”。钧窑

进入了恢复、发展时期，产品逐渐丰富，除日用

器皿外，出现了个体较大的香炉、洗、盆和梅瓶

等器物，总体上质量依然比较精美，胎釉质量比

北宋末期有所下降。多数器物胎质较粗，部分夹

杂较多杂质，透过釉层可见大大小小的黑褐色斑

点。天青釉钧瓷的釉色明丽光亮，釉色多为强艳

的天青色，因烧成因素而形成深浅不同的天蓝、

天青、灰蓝等色，此外还有部分灰赭色、月白色

等，釉面仍较光洁、润泽。紫红斑比较多见，施

于碗、盘等器物上，呈块状或条状，边界分明，

应为点画上去的［13］。（图五）

蒙元时期，钧窑的生产极度繁荣，生产钧釉

瓷器的区域在北方地区迅速扩大，产品种类丰富，

产量极大。大个的香炉、梅瓶、连座瓶等出现并流

行 ［14］。（图六） 器物变得胎体厚重，胎质比较粗

糙，杂质多。钧釉器釉色变化丰富，天青釉的器

物有所减少，月白色开始较多地出现，还有紫蓝

色、褐绿色等，釉面光亮但不够匀净，釉的流动性

很强，常有天青与月白釉混杂的现象，均施釉不到

底。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釉层都非常凝厚，在

器表布满数量较多、大小不等的棕眼，使釉面显

得不够光洁均匀。钧窑瓷器带装饰的比例很高，但

红斑均为点画上去的，有时甚至用红彩书写文字和

绘画图案［15］。（图七） 在钧瓷的生产历史上唯有此

时流行施加复杂的贴塑装饰［16］。（图八） 因此元代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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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钧瓷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器类丰富，产量巨

大，装饰满密，但制作草率、质量粗糙。

元末到明代前期，北方地区的制瓷业普遍处

于衰落阶段，但大型的产业中心开始出现，各地

的窑业都开始向最具产业优势的地点集中，钧州

的窑业向位于州治的钧台窑区集中。形成了今禹

州老城北部以八卦洞为中心的窑场，此地是明清文

献记载的供御用的钧窑生产地点，以烧造钧瓷花

器而著称。明代初期是钧窑生产历史上的又一个高

峰时期，产品特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器物种类

再次变得丰富，除了日用的碗、盘、高足杯等饮食

器外，还有各式花器、香具、酒器、寝具和陈设

器物。器物从元代后期粗放草率的制作风格再次

变为精工制作，造型变得规整，浑厚端庄，与北

宋末期那种精巧优雅的风格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

美。出现足端平切修足的新工艺，足墙也变得宽厚

而矮（图九）［17］，表明此时一种新的技术和风格在

生产中出现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新出现的

某些器类看，钧窑可能受到了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官

作的影响。月白色、灰白色釉作为钧釉瓷器的主导

色调，占很高的比例［18］。（图一〇） 另有少量正天

青色，深紫蓝色釉，特别是出现了单面或两面通

体红釉或紫红釉的器物（图一一）［19］，釉

面与北宋末期精工制作，釉色典雅的钧

窑器物的差别是釉层凝厚温润，多见大

小长短不等的“蚯蚓走泥纹”［20］。与元

代后期相比，釉面变得光洁明亮，釉层

尽管还比较凝厚，但相比元代后期变得

较薄，釉面的棕眼变得细小而密集。加

之总体上偏月白的呈色，使这一时期的

钧釉器物既不同于北宋后期的温润典

雅，也不同于元代的凝厚如堆脂并满布

棕眼的粗劣，特征十分明显，光洁润

亮。总体来看，明初在继承此前的陶瓷

烧造技术、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

化，修坯技术、施釉技术也显示出走向

规整的新气象。

从明初开始，钧窑成为官方指定

的贡御窑场。万历重修 《大明会典》

中有钧州瓷器贡御的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

寺每年缸坛瓶共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

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

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

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

十六个。”［21］ 因此钧窑也被列为明初四大官窑之

一 ［22］，钧窑的贡御至少延续到嘉靖年间 ［23］。明

代中期以前，钧窑贡御的主要器物就是各式花

器。迄今为止，在钧窑生产的核心地区钧台一带

开展过两次考古发掘，1974 年发掘的地点在“梨

园地”地点，出土青瓷、钧瓷、汝瓷、黑釉瓷、

白瓷、白地黑花瓷、翠蓝釉等陶瓷标本，发掘者

将发掘的区域划分为钧瓷区、汝瓷区、天目瓷区

和白地黑花区等四个区域［24］。但实际上不同区并

非单独生产不同种类的器物，而是代表了从北宋

末到明代中期不同时期的生产面貌，其中的钧瓷

区主要出土明代的钧釉花器，即出戟尊、花盆和

以前人们称为鼓钉洗的花盆盆托 （图一二）［25］，

产品种类相当单纯。“精致型”花器时代大体在

明宣德以后到成化年间 ［26］。（图一三） 2004 年发

掘的地点在相距前次发掘地点 500 米左右的“八

卦洞”一带，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花器，属于

图二 扁壶后视图

图三 扁壶口部局部图

图一 匈牙利埃斯泰尔

哈吉家族公主收藏钧釉

扁壶

图四 英国大维德中

国艺术基金会藏北宋

钧窑红彩折沿盘

图 五 禹 州 神垕刘 家

门窑址金代后期地层

出土天青釉红斑碗

图 六 首 都 博 物 馆 藏

元大都遗址出土天青

釉红斑连座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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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花器［27］。（图一四） 但出土的器物的种

类多样，出土有青釉类、钧釉类 （图一五：3）、

白釉类 （包括白地黑花、白地黑花加棕彩、红绿

彩）、黑釉类、低温彩釉 （图一五：1）、孔雀蓝

釉 （图一五：4） 等陶瓷品种 ［28］。与花器类官钧

同出的还有钧釉碗 （图一五：5）、盘、高足杯、

执壶 （图一五：2） 等日用器具，是明永乐、宣

德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器物［29］。

通过我们对钧窑的生产历史，特别是明代前

期产品特征的梳理，我们得出两个观点。第一，

钧窑瓷器从创烧到衰亡的过程中，在产品质量上

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第一次是在其创烧的北宋

末期，钧窑在很高的起点上创烧，产品制作精

工，胎釉质量很高，精美优雅。第二次是在明

初，从元代粗厚笨重，质量低劣的风格中蜕变，

器物精工制作，造型端庄大气，胎质浅淡细腻，

釉质匀净光洁，首次成为贡御产品。第二，作为

精美的供御用的器物，又有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前期的生产地点在八卦洞，生产粗放型花器，除

钧釉外还生产多种釉色的花器，除花器外，还生

产各种钧釉的日用器皿。时代大体在明初到宣德

年间。后期的地点在梨园地，主要生产精致型花

器，但产品十分单一，基本只有钧釉的花器，时

代从宣德到成化年间 ［30］。根据以上两点，我们

仔细观察这件钧釉扁壶，其釉色所呈现的月白色

调，与台北故宫收藏的一件粗放型鼓钉盆托十分

相似 （图一六）［31］，稍厚但十分匀净光洁的釉

质，浅淡细腻的胎质和精工的制作，都与明初到

宣德时期的钧官窑产品相符。因此这件扁壶是一

件十分难得的明初钧官窑器物。

二 使用功能探讨

这种卧式的扁壶，在壶边部斜出一小口，是

一类不常见到的器形，目前多见在北方地区的窑

口中生产。如香港泰华古轩收藏有一件同款的钧

釉扁壶，大小、造型均相同［32］。（图一七） 以往有

学者对这类器物的功用进行过考证，认为其为在

出行时随身携带的酒壶，称为“背峞”［33］，也被称

为“酒鳖”［34］。关于背峞，南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

记载，其中赵彦卫 《云麓漫钞》 中记载最为详

备，其卷 7 中记载：“建炎中兴，张、韩、刘、岳

为将，人自为法，当时有‘张家军’，‘韩家军’

之语。四帅之中，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

其勇健者，令 （另） 为之籍。每旗头、押队阙，

于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众者为之；将、副有阙，

则于诸队旗头、押队内取之。别置亲随军，谓之

背峞，悉于四等人内角其优者补之。一入背峞，

诸军统制而下，与之抗礼，犒赏异常，勇健无

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见范参政

图七 元代钧窑红彩宝相花

纹高足杯

图九 闵庄窑址元末明初地

层出土钧釉碗（CT6J2③ ∶ 34）

图八 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钧

窑贴花龙纹香炉

图一〇 闵庄窑址元末明初地

层出土的钧釉盘（11MZCT1③）

图一一 闵庄窑址元末明初地层出土外红釉内天青釉碗

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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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能说，燕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

亲信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负罍者，则指

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

语讹姑云，韩军误用字耳。”［35］说明背峞是金军大

将的酒瓶，由贴身亲随背着。南宋的大将岳飞、

韩世忠则将此意引申，用来命名最精锐的亲信部

队，对应在大将身边背酒壶的贴身亲兵。既衷心

可信，又战斗力强悍，称为“背峞军”，在与金兵

作战中屡立奇功。图像资料则有吉林省博物馆藏

《文姬归汉图》画卷 （图一八）［36］和日本大阪市立

美术馆藏 （传） 宫素然 《明妃出塞图》 画卷 ［37］，

两幅画表现的是相同的内容，画面最前面是一

位妇人，应是蔡文姬或王昭君，后面跟随一组

7 名男女骑手，带着各类包袱、行李，最后一

位背上背一小口壶，由带子系在后背。

扬之水率先将画中的背壶与代钦塔拉辽墓

中出土的酱釉穿带扁壶对应 （图一九）［38］，这

种穿带扁壶是直口，边侧有多个系，的确适合

于在骑射、行军等剧烈的运动中背负，可以盛

装酒或水。这类器物其实是可以上溯到更早的

时期，如扬州出土了唐代长沙窑有一面平的背

水壶 ［39］（图二〇），定窑五代时期也较多地出

土扁圆形的穿带瓶 ［40］。有学者根据俄藏黑水

城文书“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记载，证明

背峞这种功用的壶，北宋就已出现，并被引申

含义，组建了“快射背峞队”的突击部队 ［41］。

说明这种器具并非契丹、女真等族专用。

这里暂且不去关注这种器物引申为背峞军

的故事，而讨论一下器物的演变和使用方式。

任志禄在观察后判定 《文姬归汉图》 中骑手所

背负的是一种龟形酒壶，据南宋林洪 《山家清

事·酒具》，以及周密 《武林旧事》 等文献的记

载，这种酒具不仅被称为“峞”或“罍”，也

被称为酒鳖［42］。与此对应的实物资料是内蒙古

宁城县天义镇出土的辽三彩扁壶，整体扁圆，

呈很形象的龟形，出、注水口就是龟头，腹部

有两个小系，颇似龟足 ［43］。（图二一） 这件扁

壶做成很具象的龟形，重要的是出、注水口，

即龟头斜出于扁壶的边侧，据此，可将扁圆

形，边部斜出小口的壶均视为抽象的龟形壶，即

酒鳖，进而认定是“背峞”。如纽约安思远旧藏

的一件西夏灵武窑黑釉剔刻花扁壶 （图二二：

1）［44］，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收藏的一件山西雁北地区窑口的黑釉铁

锈花扁壶（图二二：2）［45］，都是这种形式的，斜出

的小口就代表了龟头，特点是边侧带有 4 个系，部

分还有凹槽。任志录在经过对一众材料的排比后指

出：辽代出现象形酒鳖，西夏中期即相当于金或南

宋早期出现直口式酒鳖 （图二三）［46］，金代或南宋

晚期到元代中期。出现龟背而腹下圈足、口部抬起

图一二 钧台窑址出土鼓钉

盆托 （H7：324）

图一四 禹州古钧花园工地

出土玫瑰紫釉出戟尊

图一三 钧台窑址 H2 出土白地

黑花“忍”字碗

图一五 禹州钧台八卦洞地点出土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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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梯形口酒鳖。他特别否定有些学者指出的，这类

器物是“冬天里使用的热水壶”［47］。

然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类斜出小

口的卧式扁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卧壶

的边侧有多个横向安装的系，部分有可以穿带的

槽。第二类是只在接近小口的地方有两个纵向的

系，从使用方式上看不适合背负，如美国克利夫

兰美术馆所藏的一件白地黑花鱼纹扁壶，应为山

西地区窑口的产品 ［48］。（图二四） 第三类，则是

完全没有系，为浑圆的卧壶，边侧斜出小口，多

数情况下小口的高度略低于卧壶顶部拱的高度，

卧壶的下侧有圈足，但大多为隐圈足。这种类型

的扁壶目前只在北方地区的窑口生产，埃斯泰尔

哈吉王族公主所藏和泰华古轩的藏品是河南禹州

钧窑的产品。另如山西晋南窑口的白地黑花扁壶

（图二五：4）［49］，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河南禹州

扒村窑的扁壶 （图二五：1）［50］，英国维多利亚与

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黑釉刻划花扁壶 （图二

五：2）［51］，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三合村出土一

件黑釉扁壶 （图二五：3）［52］，都是这种类型。

在上述三类中，第一类扁壶明显是作为随身

携带的器具，而第二、三类并不适合于在出行中随

身背负作为储酒器，因此，我以为后两类，特别

是第三类。通体浑圆，没有可以系带捆绳之处，

无法随身携带，因此，可能是用作“汤婆子”。

汤婆子是北方苦寒之地的一种冬季取暖用

具，以锡、铜、陶瓷等制作，不论哪种材质，造

型一般均为矮胖而扁圆，小口在上，腹空以受热

水，堵塞小口，以布帛包裹，置于被衾之中。由

于古代称热水为汤，故将这种暖被之具称为汤婆

子。汤婆子又有“汤媪”“脚婆”“暖足瓶”“锡

夫人”等多种叫法［53］。由于这种器具取暖效果明

显，又同眠亲肤，因此自宋以来，文人们对其多

有歌咏记载。宋人黄庭坚有 《戏咏暖足缾》 诗二

首，其一：“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买

脚婆，夜夜睡天明。”其二：“脚婆原不食，缠裹

一衲足。天明更倾泻，颒面有余燠。”［54］ 诗中感

情充沛，将其比之小姬，价值千金，夜夜不离。

苏轼在 《与杨君素》 文中记述了汤婆子的使用方

法：“无以表异，辄送暖脚铜缶一枚，每夜热汤

注满，密塞其口，仍以布单裹之，可以达旦不冷

也。”［55］宋人曾几亦有诗咏脚婆：“雾帐桃笙昼寝

余，此君那可一朝无！秋来冷落同班扇，岁晩温

柔是锡奴。”［56］ 元人顾逢则有 《汤婆子》 专诗：

“皤然一器微，有用在冬时。永夜寒如许，孤衾

暖不知。少年皆见弃，老者最相宜。却恨无情

处，春来便别离。”［57］ 关于汤婆子的记载，自宋

迄清，并不少见，兹不一一。从这些记载可见，

汤婆子可能以金属制作的为多，但陶瓷的亦不少

见，冬季取暖，甚为适宜。因此人们在吟咏中不

吝赞誉，更将其比之妻妾。类似的还有夏季纳凉

的“竹夫人”和“凉枕 （瓷枕） ”。尽管我们可

以看到这些取暖纳凉之具还是有精粗之分，但在

同等级的器具中都是最精工制作的。

各类不同的手工业品和手工艺品在造型和装

饰中都会相互借效。无论在造型风格、装饰技法

和图案纹样上，各类不同的器物间会互有影响乃

图一九 代钦塔拉三号辽墓

出土酱釉穿带扁壶

图二〇 扬州出土长沙窑

阿拉伯文背水壶

图一六 台北故宫藏钧窑粗

放型月白釉鼓钉盆托

图一七 香港泰华古轩藏钧

窑扁壶

图一八 吉林省博物馆藏

《文姬归汉图》画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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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互模仿。在诸多种类的手工业品中，应以纺

织品在各个时代中引领时尚，因为纺织品最具有

展示性，人们居家和外出的服装和卧具体现了他

们的地位、爱好和审美取向，会对一个时代的艺

术风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个大时代的总体

风格下，无论是陶瓷、金属器、漆器和梓木牙角

等一系列手工艺品都会受到其影响。陶瓷器在宋

元时期，最主要的使用功能还是用于室内的日用

器具，因此其更多地强调了实用性和经济性，而

相对忽视了展示性。但陶瓷器中，这种脚婆和瓷

枕则具有独特的功能，因为属于卧具类组合中的

一种，在居室面积并不很大的宋元时期，床榻上

的卧具是室内装潢、陈设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正

因为如此，作为卧具的汤婆子、瓷枕等才会在陶

瓷器中展现出精工制作和丰富多彩装饰的特征。

三 器物流传的推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知这件钧窑扁壶是明初

钧官窑的产品，生产时间大体在明初到宣德年间，

是用作取暖的寝具。而且至少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

纪前期就已传至欧洲北部匈牙利的传世品 ［58］。

如果按照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的兴起历史，最早可

能在 16 世纪后期的费伦茨·泽尔哈齐时期入藏。

以往我们对明初流行的朝贡贸易往往多从海

陆的朝贡贸易考虑，目前比较明确的具有朝贡贸

易特点的器物，如明初的官用器物，特别是洪

武、永乐、宣德时期赐赉给外国使团的龙泉窑官

器和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等同于销往国外，但

数量不多，主要在明初的沿海国家发现，如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 （Topkapi
Saray）［59］和伊朗的阿德比尔宗庙 （Ardebil Shrine）
都有数量可观的明初龙泉窑官器和景德镇御窑青

花瓷藏品，属于朝贡贸易的物品［60］。埃及的福斯

塔特遗址也有不少明初官窑瓷器残片出土［61］，与

明朝有密切官方交往的琉球王国的遗址中也有许

多明初龙泉窑官器和景德镇御窑的器物出土 ［62］。

然而，同样位列明代四大官窑的钧窑和磁州窑，

却几乎未在这些旧藏和遗址中出现，至今未见明

确的参与朝贡贸易的证据。而这件用于取暖的寝

具，应该是北方地区使用的器具，赐赉给通过海

路来朝贡、所在位置比较温暖的国家并不合理。

因此，其很有可能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通过陆路

传到中亚，进而传到欧洲。

明朝建立之初，就屡派使者四出，诏谕各

国，交通远夷，宣扬国威。与郑和下西洋航海活

动的同时，还有傅安、陈诚等从陆路出使西域的壮

举 ［63］。1370 年帖木儿建立了帝国，他在位期间

（1370-1405 年） 不断向外扩张，建立起庞大的帖

木儿帝国。洪武二十八年 （1395 年） 太祖派给事

中傅安出使帖木儿，遭作战中屡获胜利、野心膨胀

的帖木儿扣押，在帖木儿帝国滞留十三年，但游历

图 二 一 内 蒙 古 宁

城 县 天 义 镇 出 土 的

辽三彩龟形扁壶

图二二 斜出小口扁壶 1. 安思远旧藏 （右）

2. 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左）

图二三 国家

博物馆藏宁夏

灵武窑直口双

系扁壶

图二四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

馆藏白地黑花双系扁壶

图二五 不同窑口生产的第三类扁壶

1 2

134



二
○
二
二
年
第
五
期
︵
总
第2

2
7

期
︶

文
物
研
究

了帖木儿帝国的几乎全境，包括里海西南的大不里

士 （Tabriz），波斯湾附近的设拉子 （Shiraz） 等

地。直至永乐五年 （1407 年） 才回到中原，其时

帖木儿之孙哈里继位，开启了与明朝的友好交往。

此后傅安在永乐年间又五次出使撒马尔罕、哈烈、

别失八里等国［64］。他和后续出使的陈诚、李达等

人，为明朝与中亚诸国友好交往的恢复与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来到明朝的撒马尔罕使者

络绎不绝。西域的失剌思 （今伊朗设拉子）、亦斯

弗罕 （今伊朗伊斯法罕，Esfahan）、乞力麻儿 （今

伊朗克尔曼，Kerman） 等国都遣使入贡。与撒马

尔罕的朝贡贸易关系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65］。

这件明初生产的钧官窑“汤婆子”，作为官

作生产的取暖的寝具，很可能是作为朝贡贸易的

物品，在明代初年的宣德时期流传到中亚的帖木

儿帝国，而帖木儿帝国的西界就恰好与埃斯泰尔

哈吉家族所居之地相连，按照埃斯泰尔哈吉家族

兴起的历史推测，这件器物在中亚地区被珍重地

保存了一个多世纪以后 ［66］，在 16 世纪后期埃斯

泰尔哈吉家族兴起时，被费伦茨·泽尔哈齐男爵

所收藏，并流传至今。即便是更晚的 18 世纪后期

米克诺什·约瑟夫倾力收藏艺术品时入藏，也应

是从当地收集的。

据此，这件明初的钧官窑汤婆子，很有可能

是以朝贡贸易的方式，通过北方陆路流传到中

亚，进而传入东欧地区的，是明代陆路朝贡贸易

中珍贵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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