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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禅一味》

前言

　　唠唠叨“道”景德镇 2009年冬，我去婺源考察的时候，曾经以仰望的姿态与千年窑火余温尚 存的
“中华瓷都”景德镇擦肩而过。在我的想象中，景德镇是一幅到处浸润 在天青色烟雨里的泼墨山水，
置身于其中，随时随地会透过阵阵檀香熏过的 格窗，想起跃然于锦鲤碗底色白花青的心事。我对同行
的人说，返回岳州时 我一定要到景德镇小住，打捞打捞那荷塘里水磨的月色，熏熏那蕴含着汉隶 伏
笔的宋朝烟火。可是天意弄人，卫星导航不懂我的心思，返程的时候居然 将我误导到南昌，让我遗憾
地错过了景德镇的“唐诗宋词”。其实，错过也有错过的好处。依常识，想象中的古城着实要比现实
中的 风景诗情画意得多。然而，欧阳先生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平衡。盛情难却 之下，他让我和景
德镇撞了个满怀。我和欧阳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出生于千年瓷都的欧阳先生在北京出 差时，偶然
买了一本《南风窗》杂志。上面刊载了一篇我炮轰张艺谋和高房 价的报道。他据此认为我是一个有文
化良心的入，便想了很多办法找到了我 的联系方式。我是一个不屑于同老板打交道的“另类”，但这
次对欧阳先生 却有些例外了。因为他开口谈的不是他的欧陶科技，更不是他那远在新疆伊 犁的旅游
地产和陶瓷项目，而是很谦逊地向我请教如何动用文化的力量去复 兴他的家乡景德镇。这是一个我很
感兴趣的话题，加之我本人对景德镇的强 烈向往，考虑再三，便接受了欧阳君的邀请。现实中的景德
镇离我的想象相去甚远，暮气沉沉中缺少了最让人渴望的 陶瓷元素，偶尔点缀其间的一些青花很潦草
，显得十分的应付。欧阳君第一 站没有带我去参观古窑，而是去了台湾人在景德镇投资的法蓝瓷。那
一件件 极具欧洲宫廷气质的雕花日用瓷器，凭借海派大师们富有创意的设计、精美 的雕花工艺和时
尚先锋的西方新艺术风格，勾人魂魄，轻而易举地便激起我 强烈的占有欲望。遗憾的是囊中羞涩，只
能长眼。法蓝瓷最大的魅力在于，一眼看上去很西化，但并未抛弃东方的艺术色彩，许多图案和设计
灵感均来 自故宫馆藏的国画精品，经过浮雕手绘、工艺烧制，融合了道家与儒家的美 学精髓，流露
的是内蕴的人文情怀，让人感受到强烈的东方哲学气息。然而，价格也令人瞠目结舌，随随便便一套
瓷器，标价上万，让传统的景德镇瓷 器望其项背。联想到曾经贵为“官窑”、风靡全球的“景瓷”，
居然沦落到 与泛滥全国的“藏药”地摊为伍，着实令人唏嘘。接下来的两天里，欧阳先生带我参观了
古窑、浮梁古县衙以及堪称中国 陶瓷“黄埔”的陶瓷学院和陶瓷职业学院。这一切给人最大的感受是
，无论 市级、省级、国家级的陶瓷工艺大师，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依然 墨守成规地画着
老祖宗传下来的寿桃、荷花和梅兰竹菊等，数以万计的民间 艺人画有同样图案的粗制滥造的百元器物
充斥其间，让人掂量不出“景德镇”三个字的斤两。我顿然明白了欧阳先生的苦心，他是想以一种另
类的方式 和我探讨，是否依靠文化的创意就能改变景德镇的命运？带着这些思考，我们走进了由欧神
诺陶瓷董事长鲍杰军先生在景德镇创 办的“瓷道馆”。“瓷道馆”位于原雕塑陶瓷厂厂区的明清园，
那硕大的“道”字让我眼睛一亮，恍惚觉得老子就在前面的不远处等我。果然，徽派的 墙壁上迎面扑
来“瓷可道，非常道”，让我感到非常的玄幻。我让讲解员给 我讲解这六个字的意思，但她只知道六
字源自《老子》开篇的“道可道，非 常道”，无法说明太多。接下来的讲解则更令人失望，她除了按
照现在的理 解向我们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的特点，从头至尾没有向我们诠释瓷之“道”究 竟“道”在
何处？我把陪同参观、尚在瓷道馆实习的陶瓷学院研究生叫到身 边，问他“窑”和“窑子”的关系。
他一头雾水，内心里甚至会觉得我有些 猥琐。殊不知，“窑”和“窑子”不“黄”不“非”，二者之
间有着极为深 厚的文化渊源。我又问他：“你能够从‘窑’字读懂什么样的生命密码？” 他又是一
脸茫然。我叹道：“泥捏成‘坯’，入窑烧制即成陶或瓷；人合为 胚胎，经女人子宫孕育即成生命⋯
⋯人生如窑，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烧窑的 过程。” 欧阳先生道：“在景德镇，恐怕没几个人知道答
案。” “这就是景德镇没落的原因！”我毫不犹豫道，“对文化一知半解，不 求甚解，还妄自尊大
，便只能不明所以地追求形似，难得神韵。这样的传承 缺乏创意，其生命力可想而知。” 我们一路
走一路喟叹，在荷塘边的茶海旁坐定。面对肆意弥漫的夜色，欧阳先生道：“我们都是俗人，不理解
瓷的道行。品瓷如悟道！瓷中有人道，有商道，有官道，谁能悟透，即为完人！” 先生的一席话让我
对他刮目相看了。在我的眼里，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 商人，更像是一位商海里脱俗的哲人：心里装满
的是景瓷，满眼流露的是瓷 道。他敞开心扉向我描绘他的理想，希望能用五年的时间筹集数亿资金交
付 与我，为他策划并打造一个能将景德镇陶瓷文化做到极致的项目，纳海内外 之客流，再现景德之
盛世。他的豪情和忧患令我震撼，在当地比他金多的富 商可谓比比皆是，但有他这种文化理想的却并
不多见。富商们报效家乡的通 常做法是架架桥、修修路、赈赈灾、捐捐款等，普遍注重的是经济扶贫
，但 欧阳先生选择文化慈善，毅然投入文化公益项目，更看重的是文化复兴。对 此，我不由肃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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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禅一味》

敬道：“这个命题太大了，我道行见识皆浅，恐难堪重任。” 欧阳君以为，我这不过是谦词。他未能
窥见我心里的破绽，亦不再纠结 于这个话题。月亮从徽式屋宇的飞檐一角升起，我们就着月色就瓷论
道，便有了《瓷 禅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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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禅一味》

内容概要

《瓷禅一味》内容简介：《瓷道》以对话体形式，由“窑”字隐含的“生殖文化密码”开篇，探求“
性”和“命”的关系。“性”可以延续生命，“瓷”乃延续生命的工具——“民以食为天”——“瓷
之道”实乃人“人之道”。
《瓷道》以此为线索，由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探讨了陶瓷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烧瓷的火候与做人的
火候、瓷器的器度与做人的气度、好好做人与好好做瓷、藏瓷与治国的心态、以《易经》破解中国陶
瓷困局以及瓷道与官道等文化热点话题，填补了中国陶瓷文化空白，不仅有益于藏家，亦有意于民众
健康的信仰的确立。藏瓷，不可不读《瓷道》。

Page 4



《瓷禅一味》

作者简介

　　祖籍湖南岳阳。1969年9月出生于湖北石首。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因炮轰张艺谋、批评高房
价和披露官场潜规则而走红。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官路(我的官样年华)》。江西景德镇人。佛山市
欧陶科技、伊犁新欧集团公司董事长，《陶瓷信息》报社社长，景德镇陶瓷协会副会长，景德镇陶瓷
学院、江西省陶瓷工艺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国家级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高级顾问，《中华大典·陶瓷
艺术分典》副主编。
　　1999年9月，怀揣两千元南漂，依靠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经营战术，创造了中国陶瓷界的经营神
话，被誉为中小企业创业成长及成功的典范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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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禅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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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无大师(结语)
附录一 岳州窑记姜宗福
附录二 关于陶瓷与地产的巅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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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禅一味》

章节摘录

　　瓷薄如纸与命如纸薄　　欧阳天生：北方方言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词语叫作“瓷实”，意思是“
结实”、“扎实”、“牢固”、“块头大”，亦作“瓷瓷实实”。第一次接 触这个词语，我感到非常
纳闷，与金、银、铜、铁相比，“瓷”实在是易碎 品，人们为什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这样一种
易碎品来形容牢固、结实 或者扎实呢？姜宗福：不仅你困惑，连古人也很困惑。我查遍了所有典籍，
也没能够 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偶然间，我突然想起家乡一句俗话说，“缸里有粮，心里不慌”，瞬
间恍然大悟。在百姓看来，瓷碗瓷碗，瓷就代表“饭碗”，民以食为天，碗里有饭心里才踏实，即为
“瓷实”。后经过引申，便有了“结实”、“扎实”、“牢固”、“块头大”等意思。欧阳天生：我
明白了，“瓷实”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牢固和结实。难怪 周世宗柴荣要追求一种“薄如纸”的柴瓷境
界了——瓷虽薄，却装着天下民 生。姜宗福：柴荣和柴瓷一直是考古界的一个谜。据北宋大文豪欧阳
修《归 田集》记载，“柴窑”的确存在。欧阳公生于1007年，终于1072年，离周世 宗在位的公元954
年至959年不足百年。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治学严谨，花了大半生精力独自撰写了《新五代史》，
对后周的史实了如指掌，烂熟于 心。加上他官至副宰相，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见过“柴窑”的
真器。学界一致公认他对“柴窑”的记载不仅最早，而且最可靠、最权威。但时至 今日，柴窑制品既
没有发现实物，又没有发现窑址。欧阳天生：传说，柴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
实，用这十二个字来评价周世宗的品格倒是蛮恰如其分的。姜宗福：柴荣堪称五代十国期间照耀黑暗
时代的一颗璀璨明星，历来被 史家誉为“五代第一明君”。他十五岁从军，二十四岁拜将，三十三岁
称帝。在位短短五年间，他清吏治，惩贪腐，选人才，均田赋，整顿禁军，收购 民间铜器佛像铸币，
奖励农耕，恢复漕运，兴修水利，废除曲阜孔氏家族的 免税特权，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
科举弊端，搜求轶书，雕刻古 籍，大兴文教⋯⋯实施了许许多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世的非凡之举。如
果不 是英年早逝，凭他在位五年半的文治武功，扫平天下、结束中唐以来两百多 年割据动荡、开辟
新天地的人物必定是他，大宋的北方版图亦绝无丧失的可 能。欧阳天生：这和您前边谈到的赵匡胤封
柴窑一事里的周世宗似乎判若两 人？姜宗福：历史就是如此诡异。人无完人。柴瓷装饰以玛瑙、柴器
不准流 出皇宫的事情的确存在。一代明君为何独独对瓷器痴迷至如此“腐化”的地 步，的确令人费
解。欧阳天生：对此，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柴窑为军窑。周世 宗几度北伐，欲一统山河
，军队行军打仗需要大量的行军碗碟。因为缺铜，柴荣便下令以瓷代铜，大量烧制瓷碗、瓷碟。因为
战争是最具毁灭性的，那 些瓷碗、瓷碟大都毁于战火，“柴瓷”便难得一见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当
年佛教盛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纷纷“出家”，大量金属被用来铸造 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
币奇缺。周世宗果断下诏，采取抑制佛教、打击寺 院经济的措施，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
座，勒令僧人还俗数十万，毁铜佛以铸币。“禁铜令”一出，周世宗率先垂范，下令皇宫除铜质法物
、兵器外，其余铜质礼器、日用品和陈设器具尽皆交监铸币。宫廷过去使用 的铜质生活器具、礼器、
陈设器具一下子没有了，必然要找替代品。因周世 宗继位前开店经营过茶叶、瓷器，尤其熟悉制瓷之
术，故下令采用原料来源 广泛、造价低廉的瓷器来替代材料稀缺、价值昂贵的铜器，以供宫廷所需所
用。周世宗对宫廷用瓷非常用心，亲自制定配方，烧出的瓷天青如玉，闪烁 着难得的光华。后人把烧
出此瓷的窑称之为“柴窑”，把该窑烧出的瓷器称 为“柴窑器”。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姜宗福：这两种观点都是无稽之谈。首先，战场是摆在民间的，战争再 具毁灭性，也不可能毁了所有
流入民间的柴瓷。至今未发现柴瓷整器，说明 柴瓷从来就没有流入民间。因此，军窑之说是站不住脚
的。其次，柴荣“禁 铜”，可以金银玉锡取代呀，干吗非得打碎玛瑙掺翠玉、黄金等制釉烧瓷，岂不
是更浪费？这不是一生倡导清廉的柴荣的性格。欧阳天生：我想，柴荣造柴瓷一定与做人有关。姜宗
福：答案其实就藏在那十二个字里。我们先说这“青如天”。欧阳 天生：清人朱琰在他的著作《陶说
》中记载：“柴世宗时烧者，故日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
般颜色作将来。’”意思是说，按照雨后天放晴的那个颜色将瓷器做出来。姜宗福：这种颜色其实就
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想当青天。他希望 以气吞山河之势“云破”中唐以来军阀割据的黑暗局面
，扭转乾坤。“雨过 天晴”、“者般颜色作将幕”，酣畅淋漓地描绘了他心目中“新国家”的美 好
愿景。欧阳天生：在柴荣看来，打江山易，但守江山难。打江山靠“气”，有了“正气”、“勇气”
和“士气”，气吞山河，江山基本是你的；守江 山则靠“明”，“公明”、“廉明”、“光明”，日
月清明，社稷才能万古 长青。姜宗福：正如康熙喜欢在瓷器上描缠枝莲提倡清廉一样，柴荣追求柴瓷
“明如镜”，是希望身边的人每天端起如明镜一般的茶杯或是饭碗都对着自 己照一照，随时发现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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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瑕疵，及时加以改正改进。“公生明，廉 生威。”柴荣之所以下这一番苦心，就是为了让朝
廷内外的官员都明白，为 官要“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兼听则明”则政治清明；做人不“徇
私逐利”、“讳疾忌医”，“日省三省”必“磊落光明”。欧阳天生：那“声如磬”又怎么解释呢？
姜宗福：柴瓷，敲打敲打就能发出如磬一般美妙的声音；大丈夫唯傲骨 铮铮，才能掷地有声。欧阳天
生：精妙！先生刚刚说打江山要有“三气”，我看要再添一“气”，即“骨气”！姜宗福：这十二字
中间最令人费解的三个字是“薄如纸”。欧阳天生：我猜想，他是不是想以此告诫人们要看薄名利。
姜宗福：应该没有如此简单。我琢磨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义薄云天”呢？欧阳天生：有道理。这
和他的“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 政治理想刚好形成呼应。姜宗福：由此可以推断，柴
窑既不是御窑，更不是军窑，而是柴荣为了 烧制出符合他心目中那十二字要求的政治抱负而开的试制
窑，相当于现在的 实验室。直到临死之前，都没能够烧成符合他要求的柴窑成器，所以世上便 既没
留下实物，又没留下窑址，唯一留下的便是臆断或念想。论陶瓷鉴赏能 力，北宋的欧阳修应当不在明
代张应文和清代乾隆帝之下，但欧阳修对柴瓷 的评价之高与张应文评价柴瓷“差厚耳”、乾隆帝叹“
柴窑”“未若永宣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历史怪象说明，真正合格的柴窑瓷器根本就没有问 世，
张应文、乾隆帝见到的柴瓷要么是赝品，要么是次品，绝无可能是合格 的真品，就连欧阳修见到的都
不一定达到了柴荣要求的柴窑真器的水准。欧阳天生：只可惜柴荣的生命太短暂了！他追求“瓷薄如
纸”，结果“命如纸薄”。这难道是一种宿命？姜宗福：生命如同柴瓷，看似刚强，实则脆弱，一碰
即碎。当生命坚强 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创造奇迹。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教导 我们
“人定胜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生命脆弱的时候，一起事故、一 场风雨、一次疾病，都会使生
命随风而去。生命孕育很复杂，失去很简单，人的眼睛就好比一张薄如柴瓷的生死帘子，能睁能闭，
阴阳两隔。闭上了，睁开是福，这一天我们应该好好地活着；睁不开，支离“瓷”碎，一辈子到 此为
止。“9·11”、“印尼海啸”、“汶川地震”⋯⋯就在这一睁一闭之 间，成千上万的生命便消失于
无形了。欧阳天生：许多人把柴荣的早逝归结于其做过一些不近人情的事，受到 了上天的诅咒而折了
寿。其实，事必躬亲的作风才是他耗尽心力的致命杀手。姜宗福：柴荣是一个看透生死的人。他一生
做了两件看似不近人情的事 情。一件是毁铜佛铸币，另一件是让孔夫子的子孙交税。对于“限佛”短
寿 一说，他笑日：“平定乱世乃千秋的功业。佛家曾谓，如有益于世人，手眼 尚且可以布施，区区
铜像又何足道？” 欧阳天生：看得再通透，毕竟还是凡胎肉体呀！精力再旺盛，怎经得住 年复一年
的日夜操劳？他一生五次亲征，次次冲杀一线。宫里烧瓷，他钦定 “瓷器式”⋯⋯连年征战、积劳成
疾，柴荣终于在公元959年6月29日残阳如 血的日落时分，带着他的抱负，带着他的遗感，永远离开了
人世，死时年仅 三十九岁。姜宗福：瓷薄如纸，指的是柴器；命如纸薄，示的是众生。生命如柴瓷，
理应细心呵护，备加珍惜。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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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极一时的时政作家姜宗福与有胆有识的陶瓷儒商欧阳天生相遇，从“窑”字隐含的生殖文化密
码开篇，体悟陶瓷中的人道、商道、官道，以论语的形式，独创《瓷禅一味》。瓷器，在统治者是国
银；在老百姓是饭碗；在投资者是股票。皇帝玩它丧了志，商人投它破了产，百姓捡漏买了假。中国
陶瓷人“能断(代)者不能制，能制者不能悟”，只见大匠不见大师。《瓷禅一味》足以终结中国陶瓷
无大师和陶瓷投资不利之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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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雅俗共赏！
2、书和自己原本想象的不同，有点像是谈话的整合，聊以消遣。
3、《瓷禅一味》部分内容还可以，剖析有深度；但是某些地方似乎讲的有些牵强。纸质一般，并且
书面不是很干净，望改正。
4、比放在前排的畅销书好看多了，对话方式比看论文方便多了。虽然没有多么深入，却也浅尝辄止
地让人欢欣雀跃。特别喜欢“丢饭碗之说”，哈哈哈。还没有半本没看完，改天去看。
5、翻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通篇的一派胡言，东拉西扯，不慬装慬。拜托你去提高一下陶瓷的休养
再来蒙人好吗？
6、玩精也好玩杂也罢，能通过玩悟出点道道的都是让人羡慕的。大道至简却又是最难的。此书有些
地方的确扯了点，但不妨一读。不碍藏一本。
7、xi&amp;#8198;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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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里面有一些瓷器知识，但很多都是感性看法，经不起推敲。对陶瓷文化更是一知半解、牵强
附会。比如P12页：成化斗彩的特点为⋯⋯折射出成化皇帝丰富的内心世界。因为他“重色轻国”，
导致“瓷重”、“国轻”，所以瓷碎国衰。⋯⋯成化一朝的衰与瓷器关系真的有这么大么？类似之处
还有很多。建议快速浏览即可，不必细读和当真。陶瓷文化，需要考证和论证。这方面的图书也多有
相互抵牾之处，比如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瓷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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