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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对秘色瓷考证的谱系回顾，认为名物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恢复解释学—

—回到古人的视角去理解文物，而是在实际研究、博物馆展陈中无意地进行怀疑解释学地实

践和再生产，将考证叙事完整化、进而确立谱系。名物学既有恢复解释学的一面——考证名

与物匹配的联系；亦有怀疑解释学的一面——在价值系统语境下将名授予物的过程，而后者

是作为行动者的考证者难以自反认识的。最后重新对考古学进行了界定——考古学是以对古

代物质遗存进行解释为目标，以达到对人类过去的理解为终极目标指向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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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解释学的名物学

名物学是考古学与古文献学的一个交叉邻域，是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的由来、异名别称、

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的学科[1]。在考古文博领域，名物学是器物考证的重

要方面，旨在恢复文物的古代名称，让器物古名得以展现，探寻古器物在古代所蕴涵的文化

意涵[2]。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可谓名之不存，物亦不存。就解释学而言，器物考证本质是解

释，如果把器物视为具有意义的作品的话，则需要考察其意图、文本、语境和读者。即与器

物考证相关的要素就是制作目的、器物特征与功能、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3]、还有考

证者和观看者当下的理解[4]。

器物考证下的名物学亦遵循着传统经验主义的逻辑，多注重对器物本身的解释与考证—

—就物谈物，而对考证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分析思想很少涉及[5]。

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名物学的理想解释目标看似是恢复解释学[6]——重新建构生产器

物的原始语境（制作者的意图、以及当时器物对当时人的历史文化意义），这其实是考古学、

器物考证都想在追寻的目标——回到古人的理解和视角去解读文物。

解释学的另一个面向是怀疑解释学——关注解释者所在时代的张力、现代的语境、考证

者和今天参观者所依赖但是未经验证与反思的假设——这是超出古人自我意识之外的审视

视角。今天的器物考证者其实在名物学考证时均涉及到了这两个取向，但是怀疑解释学这个

取向并未被考证者认识到。

二 作为谱系学研究对象的秘色瓷考证史



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大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推进和认识发展的过程——考证的历

史。秘色瓷亦有其考证历程。从谱系学角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认知均是谱系，即每个事物

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每个解释毫无疑问都不是必然的、唯一的、绝对

正确的，都包含着任意的成分。“谱系”就是要记录这些不是唯一解释的历史。谱系学的意

图是揭示叙事和历史，为了建构知识合法性而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信息[7]。综上，从谱系学角

度而言，秘色瓷的考证史并不仅仅是器物考证认识的历史推进，其考证史本身就是被研究的

对象，包含着恢复解释学和怀疑解释学这两部分内容。

（一）秘色瓷考证史的梳理

秘色瓷的生产时期为晚唐至五代，五代后秘色瓷实物消失，此后见于文献记载[8]。直到

1987 年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 13 件瓷器，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

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明确标注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

六枚[9]”，总算揭开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秘色瓷的真面目[10]。九十年代左右，瓷器专家以法门

寺秘色瓷作为标准器，对已发现的越窑青瓷上品进行了再辨识，最终又确认了部分越窑青瓷

可被归类为秘色瓷。

图 1：唐•秘色葵口盘（法门寺博物馆藏）

通过标准器对已发现的越窑青瓷进行秘色瓷正名的典型案例是秘色瓷莲花碗。在 1957

年由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撰写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中，该碗“仅仅”

被称作“莲座青瓷莲花碗”。1995 年，基于 1987 年法门寺地宫秘色瓷标准器的发现，多部

门联合在上海举办了“越窑、秘色瓷讨论会”。在会议最后一天，专家最终判定苏州博物馆

越窑青瓷莲花碗可以作为秘色瓷器。随后，该器收入汪庆正主编的《越窑、秘色瓷》一书，

图版编号 31，并被正式定名为“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式托盏[11]”。之后，其它达到秘色瓷



标准的“越窑青瓷上品”也被追认为秘色瓷。

图 2：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式托盏 图 3：唐-五代•越窑秘色瓷高足海棠杯

（苏州博物馆藏） （西泠印社 2019 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器物考证最成熟的标志是古法复原。古法复原不仅仅是在字面上强调采用古代工艺进行

再制作，更标志着对于器物本身不论工艺、产地、器型等多方面的认识已有坚实的基础。2012

年，闻长庆、闻果立父子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用传统工艺方法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秘色瓷。

这是基于已确定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就是秘色瓷的产地的认识。他们着手于瓷片化学元素分

析、对各种原料的不同含量进行配制、筛选、陈腐、氧化，详细记录每次配制的数据及时间，

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不同配制与瓷胎结合的试烧，最终成功古法复原了秘色瓷。

图 4：古法复原的现代秘色瓷盒

随后在 2015-2016 年，考古发掘确认了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是烧造秘色瓷的最主

要窑场。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秘色瓷器，产品种类相当丰富[12]。发现的烧

制秘色的匣钵残片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均有同样的“官”字款可对应，这就把秘色瓷的产地

进一步具体到了司岙窑址。

至此，秘色瓷的考证已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有实物、标准器、文献记载，产地与工

艺也已辨明、古法复原也得以实现，也有了一个相对公认的定义——秘色瓷是指越窑青瓷中



的精品，就是其中质量比较高、胎质细腻、基本满釉、釉色多呈青绿色、釉层纯净的瓷器[13]。

2019 年，在秘色瓷的故乡慈溪举办了“秘色在人间——越窑秘色瓷特展”，汇集了全

国各地秘色瓷，其中大部分是基于法门寺秘色瓷归纳出秘色瓷标准器的辨识规则，正名而确

认的秘色瓷。展陈不仅仅是考古科研成果的展现，亦是面向大众的叙事实践和叙事传播。至

此，秘色瓷的故事有了新的、标准的叙事版本。

表 1：秘色瓷考证史年表

（二）对秘色瓷考证史的谱系学分析

如前所述，谱系学把上述考证史本身视为分析的对象，这背后自然会有叙事和考证史为

了建构谱系和知识而有意无意忽略的信息、解释方向的转向，具体有如下三点：

1.未被碑文记载为秘色瓷的法门寺八棱净水瓶

该瓶与法门寺地宫中的 13 件秘色瓷同时出土，考证者认为该瓶从质地、釉色上与地宫

时间 主要事件 秘色瓷考证谱系意义

古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 乾隆皇帝、民国考古学者寻觅

秘色瓷未果

1987 年 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 秘色瓷名物对应式的大发现

[14]

1995 年左右 对秘色瓷古文献的“再发现”；

1957 年发现的越窑青瓷莲花

碗被认定为五代秘色瓷莲花

碗；

其它越窑青瓷上品被重新定

名为秘色瓷；

用古文献强调秘色瓷发现的

意义[15]；

基于法门寺秘色瓷，确立秘色

瓷标准器及判定标准

2013 年 秘色瓷古法复原成功 通过现代技术分析秘色瓷元

素，并用现代技术辅助还原秘

色瓷古法烧造方法[16]

2016 年 浙江慈溪后司岙秘色瓷窑址

的发现

完整秘色瓷考证的闭合[17]

2019 年 秘色在人间——越窑秘色瓷

特展

秘色瓷叙事的确立与叙事实

践



内其他“瓷秘色”如出一炉，于是判定为秘色瓷；2016 年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发现了烧制该

器型专用的匣钵，以及同样落款为“官”字的残器，进一步强化了该瓶为秘色瓷的认识，且

在故宫博物院、浙江博物院均有类似藏品。也就是说，八棱净水瓶从器物考证史是一个非常

完备的典型案例。

但是从《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文上没有该瓶的任何记载，

基于出土情况，法门寺八棱净水瓶在唐代并未归为秘色瓷有如下猜测：该瓶在出土时瓶内装

有若干宝珠，可以推测与佛教仪式有关。该瓶虽从现在标准看来是秘色瓷，但是在唐人眼中

由于其功能不是生活器，所以并未记为秘色瓷。另一个可能是该瓶在法门寺地宫唐代最后一

次封闭之前的就已存在于地宫之中，所以没有记载在咸通十五年（874 年）碑上。正是由于

该品考证的证据非常完备，所以上述不利于该瓶归类为秘色瓷的信息便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图 5：唐•秘色瓷八棱净水瓶 图 6：唐•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法门寺博物馆藏） （法门寺博物馆藏）

2.黄釉金银平脱秘色瓷碗的沉寂

法门寺地宫还发现了两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金银平脱工艺其奢华在此不展开介绍，这

两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是与《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瓷秘色碗

七口内二口银棱”的“内二口银棱”相对应，也就是说，唐人在秘色瓷的基础上对这两口秘

色瓷碗进行了金银平脱装饰，但是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这两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是黄釉。它

们的产地也是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吗？还是其他产地？

黄釉是越窑产品非常常见的釉色，如果在烧制过程中充分氧化后便会形成黄釉，青釉则

是通过匣钵烧制技术避免氧化产生的颜色。所以金银平脱秘色瓷碗依旧可能产于上林湖后司

岙窑址，如果今天想辨别这一假设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化学成分分析的对比辨识。但是当下秘

https://www.so.com/link?m=zPd9ITj/uU8wqbilS0N7RXGe5cZWWL6Fn18yMW+M8lpWdlLc54vJbnKNZUgU0Pta+rpp8WZgKAnJ0wdAbbTtl+q6F8Hp/SHXIeQ+ZlKWtdyovU4k/E6wtUtOVrNLY4/ROiDraVj54vnbzzRCffeswW9gK+lm4hBB6wog9PjHi+yje7ejrDxZnSlZZXgF5x92rCKYcuUkSLUwr5BMKQmuETt7lpqC4GONFpkxkp31HsT0TMFrOZR1SORp/Xi8=
https://www.so.com/link?m=zPd9ITj/uU8wqbilS0N7RXGe5cZWWL6Fn18yMW+M8lpWdlLc54vJbnKNZUgU0Pta+rpp8WZgKAnJ0wdAbbTtl+q6F8Hp/SHXIeQ+ZlKWtdyovU4k/E6wtUtOVrNLY4/ROiDraVj54vnbzzRCffeswW9gK+lm4hBB6wog9PjHi+yje7ejrDxZnSlZZXgF5x92rCKYcuUkSLUwr5BMKQmuETt7lpqC4GONFpkxkp31HsT0TMFrOZR1SORp/Xi8=
https://www.so.com/link?m=zPd9ITj/uU8wqbilS0N7RXGe5cZWWL6Fn18yMW+M8lpWdlLc54vJbnKNZUgU0Pta+rpp8WZgKAnJ0wdAbbTtl+q6F8Hp/SHXIeQ+ZlKWtdyovU4k/E6wtUtOVrNLY4/ROiDraVj54vnbzzRCffeswW9gK+lm4hBB6wog9PjHi+yje7ejrDxZnSlZZXgF5x92rCKYcuUkSLUwr5BMKQmuETt7lpqC4GONFpkxkp31HsT0TMFrOZR1SORp/Xi8=


色瓷的定义早就制造了秘色瓷就是靑色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两口釉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在秘色

瓷展陈叙事中被“无意忽视了”。它们在今天的展陈叙事和器物考证研究[18]中主要侧重于“金

银平脱”工艺，而不是“秘色瓷”。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法门寺秘色瓷名物对应的考古发现，秘色瓷可能依旧

是未解之谜；如果没有在九十年代确立的秘色瓷标准器的辨识规则，今天亦不会有更多的秘

色瓷的获得“正名”。综上，基于对秘色瓷考证史的谱系学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偶然和

意外，但是它们最后在当下叙事中被当做自然的器物考证认识，即恢复解释学考证点的建构。

三 在恢复解释学与怀疑解释学之间的器物考证

经过秘色瓷研究者的多年考证，对其标准器、相关文献记载、时代、器型与功能、产地、

制作工艺、器物蕴含的社会关系、化学元素分析等还原解释学各要素均已破解，并确立了标

准定义，这是恢复解释学的考证点。以下表进行简单归纳：

表 2：恢复解释学下的秘色瓷考证点

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13 件秘色瓷

文献记载 秘色瓷古代文献的记载

时代 晚唐至五代

器型 碗、盘、钵、盏、盏托、盒、执壶、瓶、罐、

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

瓶等

产地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

制作工艺 烧制采用密封匣钵，一器一钵，匣钵为一次

性；并在笼窑中烧成

器物蕴含的社会关系 皇室专用

瓷釉特点 秘色瓷釉层中几乎没有原料残余相和晶体生

成,胎体中大孔隙少，残余石英小且圆润[19]

定义 秘色瓷是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就是其中质

量比较高、胎质细腻、基本满釉、釉色多呈

青绿色、釉层纯净的瓷器

上表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器物蕴含的社会关系，“瓷秘色”并不仅仅是名物学的正名，

https://www.so.com/link?m=zPd9ITj/uU8wqbilS0N7RXGe5cZWWL6Fn18yMW+M8lpWdlLc54vJbnKNZUgU0Pta+rpp8WZgKAnJ0wdAbbTtl+q6F8Hp/SHXIeQ+ZlKWtdyovU4k/E6wtUtOVrNLY4/ROiDraVj54vnbzzRCffeswW9gK+lm4hBB6wog9PjHi+yje7ejrDxZnSlZZXgF5x92rCKYcuUkSLUwr5BMKQmuETt7lpqC4GONFpkxkp31HsT0TMFrOZR1SORp/Xi8=


也意味着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今天我们可以从其他要素标准去辨识秘色瓷，但是“瓷秘色”

这一称谓就是皇室的专用称谓，也就是说，即便时代、器型、产地、制作工艺、瓷釉特点达

到了秘色瓷的条件，但是唐与五代皇室依旧可以不认为他它们是秘色瓷，因为它们不具备名

物所承载的社会关系。

《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记载，钱元瓘（887-941 年）在位时，曾

给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他死后随葬秘色瓷 10 余件，其妻马氏墓随葬

秘色瓷 44 件[20]。

可见严格恢复解释学语境下的秘色瓷只能是皇室的专用品。也就是说，即便在古代从做

工上而言达到了秘色瓷的标准，但是如果这类青瓷没有进入到皇家御用体系，没有被授予“瓷

秘色”之名，依旧不是秘色瓷。本文并不想对现有秘色瓷辨识提出质疑，而是强调器物考证

从并不仅仅是恢复解释学的取向，它还涉及怀疑解释学。

怀疑解释学指解释还包括着解释者所在时代的张力、现代的语境、考证者和今天参观者

所依赖但是未经验证与反思的假设。其实这些是在博物馆展陈中再生产的，并以方便参观者

理解的方式进行展现，如 2017 年，法门寺秘色瓷考古发现 30 周年之际，在故宫举办了“秘

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此展汇聚了众多“秘色瓷”，圆了乾隆皇帝

200 年前寻觅秘色瓷的心愿，这便是古代叙事的延续和继承[21]。

在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对于故宫所藏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的的用途介绍是做洗手用的

净水瓶[22]。这里并不是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而是揭示今天的考证者已经默认需要将器物

实用功能作为器物完整说明必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怀疑解释学所提到的未经验证的假设，

古人对于名贵器物社会关系的重视强于功能，一些奢侈品的重要性在于礼品交换的社会意义，

而不是功能。如《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中大量的皇家珍宝的语

境是“恩赐”给佛祖的，恩赐品意味着它们本来就是皇家专用的器物和礼品[23]，而非佛教供

养意涵。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大量舶来的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琉璃器出现在法门寺地宫中，

但是相关研究者对这些伊斯兰琉璃器仅仅关注产地、风格、工艺的考证[24]，而对上述问题是

“视而不见的”。

此外，历史文献也不是直接成为考证者的关注点。如朝鲜文献记载，在高丽王朝（918

—1392 年）时期，由于瓷器烧制技术的传播，高丽烧出了青瓷，甚至秘色瓷[25]。这不仅说

明在那个时候秘色瓷的名声颇具影响力，更是由于器物考证使得秘色瓷成为关注点，使得该

历史记载得到了更高的关注度与权重。但对秘色瓷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就是只有今天才能做到

的考证手段。所以，这亦是怀疑解释学——秘色瓷今天的定义、现代技术、社会影响力对考



证工作的影响。

四 结论与讨论：考证语境下的名物学与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

本文基于对秘色瓷考证的谱系回顾，反思了器物考证所涉及的理想考证点：名物学、器

型与功能、产地与制作工艺、化学元素分析、名物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并认为最后一点对于

秘色瓷此类高级别器物异常重要。

很多器物考证研究认为仅仅是在从事恢复解释学下的名物学研究——恢复古人对器物

的认识，古代知识的恢复。但是以秘色瓷为例，由于其稀有性，只有严格地落实具体的古代

文献与实物秘色瓷的对应才是最严格的名物学研究，传统名物学最为标准的路径是法门寺秘

色瓷名与物的同步互相印证，但是由于秘色瓷之名的符号价值，名被赋予给了物。九十年代

确立秘色标准器，已经指向了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并在博物馆展陈、拍卖行、大众传

媒信息中继续着再生产。秘色瓷的颜色特征也有了刻板印象的修辞，如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

金会文物公益拍卖 2016 年的拍品唐代六瓣花口秘色瓷盘，“青绿色釉，釉质莹润，釉层均

匀，釉面光润明快，充分显示其柔和、素洁的特色，在光照下还显现出秘色瓷最为神奇的‘无

中生水’特有现象[26]。”此时黄釉秘色瓷已经排除在秘色瓷的颜色之外了。

如果没有现代技术的辅助、秘色瓷标准的确立、对其它“越窑上品”的瓷器追认、古文

献的“再发现”、古法复原、窑址的发掘和窑具的解密，就不会有秘色瓷完整的名物故事。

就严格恢复解释学语境下的名物学而言，仅有法门寺十三件秘色瓷才是古代意义上的秘色瓷

（不含八棱净水瓶）。

名物学亦是一个名与物匹配的过程，当匹配完成之后，名物统一之器物具有被人们认可

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如被正名的秘色瓷拍卖成交价在四十万到九十万不等，这正是由于秘色

瓷被正名后才会产生的价值，而这又是在怀疑解释学下再生产的结果。

所以今天古器物考证研究并不仅仅简单地进行恢复解释学——回到古人的理解和视角

去理解文物，而是在实际研究、博物馆展陈中无意地进行怀疑解释学地实践和再生产，将考

证叙事完整化，符合“常识”地展开叙事，并满足对于功能强调的考证说明。

当下一切考证均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展开的，并受到现代大众传播、观看、价值的影响。

而秘色瓷在我们今天的现代光源下，究竟是怎样的千峰翠色，轻旋薄冰盛绿云？这是考证研

究无法复原的观看。

所以在考证实践中必然涉及怀疑解释学，名物学也并非名物对应这样简单，而是名可以

赋予物，或对物的发现先于对名的认识。两类解释学可以让研究者重新审视名物学的两个取

向——考证语境下的名物学与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



表 3：名物学在两类解释学下的再理解

两类解释学 恢复解释学 怀疑解释学

两类解释学下的名物学

类型

考证语境下的名物学 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

特征 考证名与物匹配的联系

————定名与知相

将名赋予物。提升物的价值，物

与名一体，当代价值由此呈现

两类解释均是作为行动者的考证者在现代语境下同时进行的，但是考证者大多误以为

仅仅在进行恢复解释学的工作

综上，器物考证是在双重解释学语境下实践着的一种现代活动，通过谱系学对器物考证

的分析，可以发现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把现在的概念、模式、

制度、利益或感觉有意无意加入到到历史中去，加到其他时代，然后宣称发现这些较早期的

概念、制度等具有现在的意义，如器物的功能分析。二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过去的某一

点发现作为现在认识的核心，然后揭示从那里到现在的发展的必然性[27]，如法门寺秘色瓷的

发现和其后秘色瓷标准器的确立。只是考证者自认为是在进行着恢复解释学的工作，其实亦

是在怀疑解释学下展开的，也许古人在与物质遗存发生交汇时并没有太多对自己认识的反思，

但是今天就成为恢复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了。

五、余论：以理解人类过去为旨趣的考古学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的视角并不是特定的角度，而是无

限的角度，因此理应是一门综合学科[28]。从现代社会科学角度而言，一个完整的学科至少应

包括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方法论，进而确立与其它学科可区分的边界。笔者之一认为对

于物质遗存可以采用综合学科和不同方法论的引入进行研究，考古学是提供研究对象，一旦

将研究对象与方法综合会导向研究结论[29]。

具体而言，研究方法首先明确了研究范围与什么是可以被观测到的，如采用化学元素方

法对秘色瓷进行分析，那么研究范围就是秘色瓷的化学元素，可观测对象的就是化学元素；

其次也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被认知的对象，化学元素分析法从根本上而言是以实证定量方法论

为基础，这一方法论认为只有可以被量化、被观测的现象才可以被科学研究的对象。

名物学亦是一种方法，除了探讨名物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

其文化涵义，其实质则是语言学对于能指和所指的思考，以及本文所展现的双重解释学对文

化涵义的认识；而对认识本身的反身性考察则借助了谱系学予以实现。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明确的——古代的物质遗存。中国传统考古学认为应与历史学结合、

互证，对物质遗存进行解释，这就是考古学的目标。今天跨学科、科技手段对考古学发现的

物质遗存提供了更深入地理解，甚至超过了考古学者的认知，是否意味着考古学未来会沦为

古代物质研究资料的提供者，而将历史与考古之外对物质遗存的解释让位给其它学科？

非也！考古学是由考古学者的研究实践予以生产和延续的。每个学科都以自己的学术共

同体、学科精神和终极目标为指引，学科独特性亦是建立在学科行动者——人的基础之上，

而考古学者的终极目标则是指向对人类过去的理解。认知考古学认为可以基于物质遗存来复

活古代的思想、信仰和社会关系、分析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30]。进入古人的头脑确实异常困

难，本文也揭示了不可能回到古人思维去考证器物，双重解释是在器物考证过程中同时进行

的。但是依托古代物质遗存，对人类过去理解这一终极不可实现的目标恰恰是考古学者独有

的学科精神和追求,也能够指引考古学研究提出更为恰当的研究问题。综上，考古学是以对

古代物质遗存进行解释为目标，以达到对人类过去理解为终极目标指向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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