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 德 镇 御 窑 博 物 院 始 创 于
1989 年，是集御窑考古、文保和展
示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博机构，前身
为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和景
德镇官窑博物馆。30 多年的建院
（所）历史和得天独厚的陶瓷考古
资源和研究成果，使其在国内外陶
瓷考古和文博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2021 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新馆）
在御窑遗址公园内建成并对外开
放，实现了御窑大遗址的展陈、考
古、文保、社区有机融合。

近年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
博物馆的业务基础和应用研究、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构建特有文化氛
围等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着
力营造“最打卡场域空间”，创建全
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不断践行

“无边界博物馆”理念，打造创新型
活态考古遗址类博物馆。

首创古陶瓷基因库。2022 年 6
月，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成为全球首
个古陶瓷基因库。基因库由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与清华大学、故宫博物
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等院校机构合作，致力于开展古陶
瓷基因库标准制定、文化知识图谱展示与传播系统研究，并通过对古陶瓷标本
收录整理、实体样品制备与虚拟样品构建，从中获取考古信息片段、胎料技术片
段、成型技术片段、釉料技术片段、装烧技术片段、彩绘装饰片段等基因片段信
息。今年6月，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成立一周年，与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
究院共同研发的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标本机器人柔性制样系统投入使用。景德
镇古陶瓷基因库一期数据库正式上线。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设立和建设，对复原景德镇古代社会、构建陶瓷考
古年代框架体系、研发古陶瓷鉴定方法、推动陶瓷数字藏品与文旅应用，进一步
讲好中国故事产生积极作用。根据规划，基因库第一步计划是在 1到 2年时间
内，完成首批2400套（9600件）御窑古陶瓷标本的采集和制样；第二步则是在4
到 5年时间内，完成其中大部分标本的理化数字信息采集和汇总，并建设基因
库信息共享平台。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现已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文物事业
高质量发展案例”。

御窑博物院以古陶瓷基因库建设为抓手，研究、阐释陶瓷文化中蕴含的中
华文明之美；树立合作意识，突出基因库建设的开放性、合作性和国际化，与国
内外学术机构积极合作，吸引更多国际学者参与研究，让景德镇成为展现中华
文明的国际平台；并积极讲好新时代文物故事，创新传播方式，展示中华民族的
独特精神标识，不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在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指导下，10月 18日，国
际瓷器研究联盟成立大会在御窑博物馆举办，吸引了来自 22个国家和地区近
百家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及部分独立学者参加。《国际瓷器研究联盟
成立宣言》指出，瓷器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在众多国家和文化中都
具有重要地位。“国际瓷器研究联盟”的成立目的，是希望汇集全球各地瓷器研
究者和相关机构，共同推动瓷器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促进瓷器研究领
域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推动瓷器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建立国际性的瓷器研
究数据库，推动瓷器的数字化研究和展示；为一切对瓷器有兴趣的人士提供学
习交流平台，推动瓷器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国际瓷器研究联盟”的成立，对推
动瓷器领域的信息和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打造相关学者和机构之间
的国际交流合作新平台，共同促进瓷器及其相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利用
具有重大意义。

与此同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中英文网站正式启动，“瓷器起源、传播与全球化”学术
研讨会紧接着召开，该项目是整合国际相关陶瓷考古、收藏和研究资源，对瓷器在世界范围
内的起源、发展、交流和融合进行联合研究的中长期科研项目。围绕“历史与考古”“交流与传
播”“收藏与展示”以及“科技与大数据”等四大主题展开，就瓷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瓷器研
究数据库的建设等课题进行深入研讨。

践行无边界博物馆理念。首先，在参观模式方面，跳出只能在博物馆展柜隔着玻璃看文
物的方式，御窑博物院结合自身工作职能特色创建了新的参观的模式：从古瓷片被考古发掘
现场发现，到瓷片整理室、修复室、科技室、标本室再到形成完好的修复件展示在博物馆里，
这一系列过程均可预约参观，极大地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

其次，在物理空间方面，御窑博物馆坐落于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而御窑厂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又被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包围。为此，在御窑厂游览参观，不仅可以看
到独具特色的蛋形窑博物馆，还能参观到藏品的考古出土遗址，如明清作坊遗址、明代马蹄
窑遗址、明代葫芦窑遗址、明代东北角围墙遗址、明清西围墙遗址，游览龙珠阁、佑陶灵祠等。
在不知不觉中必然会踏进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幅充满文化气息的民窑里弄风景展现在
眼前，这里有：徐家窑、刘家窑、黄老大窑、欠班窑等 10余处民窑遗迹；彭家弄、龙缸弄、毕家
弄等50余条窑砖里弄；湖北会馆、余氏瓷行、种德堂药店等200余幢文物建筑。不禁让人想象
着“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的历史盛况。整个游览区域多个进
出口，四通八达，没几天时间根本逛不过瘾。

再次，在讲解人员构成方面，作为遗址类博物馆，一般游客从表面难以深刻理解它所要
表达的文化内容，为此这里不仅仅有职业讲解员，御窑博物院还邀请了原社区居民、考古工
作者、陶瓷手艺人、非遗传承人等从自身理解或职业的角度向游客讲述御窑故事。他们站在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领域，把真情实感融入其中，每天都在向不同的游客传播着御窑文化。

营造最打卡场域空间。从外形上看，御窑博物馆建筑风格独特，借鉴了景德镇清代独创
的蛋形柴窑构造特点，设计成 8个长度不一、大小各异的多曲面钢筋混凝土拱体结构。拱体
内外侧采用悬挂窑砖装饰，拱体两端采用木框玻璃幕墙封闭，通过下沉广场、景观水池、民窑
遗迹、景观绿化、清水混凝土墙顶、青色花岗岩地面，把建筑、景观、遗址融为一体，在国内外
屡获大奖。艺术气息浓郁，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博物馆。

从内容上看，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专为宫廷生产瓷器的皇家窑场。建于明洪武二
年，历经明清两朝27位皇帝，烧造御瓷长达542年。御窑厂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技术和
艺术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曾生产出无数精美的瓷器，博物馆内展陈文物大多为御窑厂遗址出
土文物标本和复原器，其中不乏海内外珍品、孤品，工艺精湛、美轮美奂，填补了海内外各大
博物馆的收藏空白。如果把中国古代精美的瓷器比喻为高贵的王冠，那么景德镇御窑厂生产
的御瓷就是王冠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

随着三年疫情的结束，御窑博物馆已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网红景点，2023年以来，御窑旅
游人数激增，五一期间御窑博物馆的游客人数达到了15.9万人，位居江西省第一。线上平台
关注度快速增长，博物院官方网站上线不到一年，网站浏览量突破70万人次，微信公众平台
粉丝量出现近6倍增长，抖音平台粉丝数也实现翻番。随着御窑厂一批批遗产保护与活化项
目逐渐建成，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陶瓷设计师和艺术家前来进行文化学习交流，也吸引着一
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拍照打卡，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面对社会的受欢迎程度和市场潜力，御窑博物院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葆活力，紧紧围
绕文旅御窑、数字御窑、考古御窑和国际御窑的发展定位目标，不断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景德镇文旅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把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
擦的更亮更加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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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什么是青花瓷？它的背后又蕴藏着哪些故

事？景德镇窑青花瓷作为中国陶瓷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都是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载体。

众所周知，元代幅员辽阔，东西方经贸往来频繁，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艺术
审美、精神和价值观层面都产生了充分和深入地沟通。受此影响，景德镇窑青花瓷横空出世，
迅速成熟，远销海外。自此，中国陶瓷的装饰正式转为以绘画为主要艺术呈现手段。而在此后
的明清两代，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作为景德镇瓷器核心品类的青花瓷都得以继续发展，并
藉由大航海时代的浪潮而大量外销，曾一度引领了世界的审美潮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方式。因此，元明清时期的青花瓷，从原料、器型、纹样、工艺、使用、影响，无不体现着世界范
围内技术和文化的继承、融汇、发展、创新，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艺术风尚，还蕴
含着大量历史信息、科学信息。

放眼世界，似乎没有哪个综合性博物馆未藏有景德镇窑青花瓷，而历年围绕着青花瓷开
展的学术研究工作，成果丰硕，相关的陈列展览也是屡见不鲜。但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青
花始终是那么的熟悉而陌生，蓝白二色看起来总是千篇一律。但在青花瓷的“故乡”景德镇，
御窑博物馆里的“御窑天下·青花秘境”特展（下简称“青花秘境”特展）却令我耳目一新，观展
后收获满满。

“青花秘境”特展于2022年10月1日开幕，由1个主展区和6个分展区构成，主展区位于
御窑博物馆交流展厅，主要分为“瓷的巨变”“微观竞演”“幻花水月”“碎与永恒”等四个章节，
以近百件文物展品为主体，辅以大量图片及影像资料，从宏观的中国瓷器演变历程，到微观
的瓷器胎体构成、青花料使用、窑炉烧造，再到瓷上纹饰变化，全方面展示了青花瓷的奥秘。

从展览内容上看，“青花秘境”特展的设计别出新意。要知道，如果不能了解元代前后中
国瓷器的巨变，就无法理解青花瓷的成就和其文化意义；如果不了解各种青花料中金属元素
含量的差别，就看不出青花色彩的千变万化；如果不了解青花瓷超出以往瓷器的表达能力，
就难以理解青花瓷为何能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语言”；如果不了解破碎瓷片所承载
的学术意义，就无法正视景德镇御窑厂等遗址出土文物的重要性。所以，“青花秘境”特展可
以说是对御窑博物馆原有常设展“瓷国明珠——景德镇明清御窑瓷器”的良好补充，我们在
御窑博物馆的外围及常设展中，可以看到策展单位设计的“青花瓷出现于何时，与之前的中
国瓷器有何不同；异军突起的青花瓷，为何能够风靡东西方；青花之蓝，是一种特定颜色吗；
青花瓷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是什么；御窑博物馆中的青花瓷为何都是破碎的，背后有什么故
事”等一系列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吸引着我们走进“青花秘境”展厅去探寻，并且持续引发
了我们的兴趣与思考，引领我们继续观展。

在“青花秘境”主展区中，这样的设问依然存在，例如在展览的第一章“瓷的巨变”中，从
历史的宏观方面，以讲述青花瓷的源流与发展脉络为线索，向我们提出并诠释了以下几个问
题：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景德镇为何选择了制瓷业为其城市核心产业，朝廷又为何选择了
景德镇官窑；历代官窑如何以青花瓷作为核心品类而大量生产，青花瓷又为何能大量远销海
外、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审美与生活方式。由此，利用文物及图片资料，分层递进，持
续解读，策展单位带领着我们领略中国瓷器发展之路，揭示了青花瓷自创烧到成熟再到“行
销九域”的历史进程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瓷的巨变”。在展览的第二章“微观竞演”中，“景德
镇古陶瓷基因库”所采集的大量数据及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令我们大开眼界，以“骨相塑造”

“幽蓝神采”“命运之舞”等三个小节展开诠释，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影响青花瓷最终烧成及完
美呈现的瓷胎配方、青花料使用以及窑炉烧造等三个方面的资料，直观地展现了元明时期不
同青花料（进口的“苏麻离青”“回青”与国产的“平等青”“石子青”“浙料”等）所呈现的不同色
调，并以此折射出微观世界的文化交流和接受史。

从展览的形式设计方面来看，“青花秘境”依然可圈可点。作为博物馆最大的形式设计，
御窑博物馆的建筑独具特色，历来吸引大量观众前来参观打卡。而在“青花秘境”主展区的第
三章“幻花水月”，策展单位充分利用了现代艺术与科技手段，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红砖双曲
面拱形建筑与展陈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有机结合。例如，展厅内多处悬挂的软质半透光纱幔，
既能承载图文信息，又与展厅红砖墙面形成鲜明反差，为展厅增添了柔和感。同时，投影仪在部
分纱幔上展现了各类缠枝花卉纹饰，而一部分光线穿过纱幔投在红砖墙面，使得花卉图案颇具
立体效果。而在第四章“碎与永恒”中，曲面穹顶上悬挂着的大量镜面卡纸，不仅映射出其下方
展柜内堆放的御窑厂遗址出土瓷片，又能随风轻晃，在顶灯照射之下，光影摇曳，使得整个展厅
平添动感。这些形式设计的细节也成为我们迈进展厅即可迎面而见的亮眼之处，进一步提升了
展览的艺术性，丰富了空间的变化，营造出了“处处可打卡，件件可出片”的文化氛围。

此外，“青花秘境”特展在“全域”“跨界”和“数字共生”等三个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作为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御窑博物馆地属御窑大遗址保护范围，这里是一处与周边的历史建筑、
遗址、民居等联系紧密的活态大遗址区。长期以来，众多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人在
此生产、生活，共同讲述了景德镇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基于此，策展单位开辟了 6个分展
区，在御窑大遗址区的仪门、黄老大窑、刘家窑、南麓遗址、柚子广场、建国瓷厂、龙缸弄等处
设置了8组当代艺术作品。这不仅让“青花秘境”的展场蔓延到博物馆空间以外，将御窑考古
遗址展示区及陶阳里历史街区共同纳入展览场域之中，还将诸如“童宾赴火”的神话故事、御
窑周边民窑的历史、青花瓷烧造时的化学反应等知识、典故串联其中，并且提供了理解青花
和御窑历史的新视角，从而实现了文物考古展与当代艺术创作的结合，令我们能够跟随着艺
术家的视野，一同感悟青花表达的当代性、艺术性、创造性及它所浓缩的文化交流史。而我们
在现场通过扫描二维码而进入的游戏类微信小程序“青花秘境”也颇具创意，完成小程序上
设置的线下参观、展项互动、延伸阅读、陶瓷文化类小游戏等任务，都能获取经验值，达成线
上成就、线下奖励，在增强观展体验感的同时，实现文化主题社交和数字产品共创。同时，小
程序上还可以定制青花图案丝巾、衬衫等文创产品，从而实现了“青花秘境”特展的线上线下
空间互联、数字互娱。这些方法，在观念和技术上衍伸了展览的边界，同时也用充满想象力的
方式，营造出令人沉醉和引人遐思的别样景观。

据了解，“青花秘境”特展自开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至2023年12月中旬，
国内外观众实地观展人次突破 200万，入选 2022年 10月至 11月中博热搜榜十大热搜展览，
获得国家文物局点名认可，并在“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等重大外事活动中大放异彩。2023年
3月7日，基于此展览制作的“青花秘境”图片展被作为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景德镇陶瓷
文化专题月”重要活动之一，吸引了大量当地民众前去观展。2023年5月18日，“青花秘境”特
展获评江西省“全省博物馆（2021-2022年度）陈列展览精品奖”，如今已改设为景德镇御窑博
物院的常设展之一。

上：
历史街区内设置分展区展示
当代艺术装置
中：
展览第二章 微观竞演 展厅
场景
下：
“青花秘境”小程序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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