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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门一角

10 月 16 日，朋友相约去赏金秋故宫，
说是领略金碧辉煌的传统文化。不禁让记
者想起了9年前在故宫博物院参加的“唐代
花釉瓷复仿制作技术研究”鉴定会——

这项 2006 年由我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梅国建挂帅攻关的河南省重大科技项目，
历时 5 年，不仅掌握世界首创的液―液分
相釉技术，揭示了鲁山花瓷千年高温窑变
的烧制奥秘，看到“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的艺术效果，而且探索出柴窑、煤
窑、液化气窑等烧成工艺，成功烧制出具
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唐代花釉瓷品种……记
者虽多次跟踪报道，却至今仍是个钧瓷

“门外汉”，面对钧瓷作品，不问其器型优
美，不闻其釉色瑰丽，连形容其色彩也只
是用傻傻的“五颜六色”。索性斗胆连线
梅国建，认真补一堂钧瓷釉色分类命名的
科普课！

钧瓷绽放的千年魅力

钧瓷系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
烧制的窑变釉瓷器，其鼻祖为鲁山花瓷。
梅国建告诉记者，唐瓷以南方越窑青瓷和
北方邢窑白瓷为主，鲁山黑地、乳白蓝斑
一器三色花釉瓷器的出现，一举打破了

“南青北白”单色釉的局面。而这种三色花
釉瓷器便是鲁山花瓷。有唐南卓 《羯鼓
录》 记载为凭：唐玄宗与宰相宋璟谈论鼓
事时说“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
距今已有1400多年。

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宋代窑工在唐
代花釉瓷蓝色乳光釉的基础上加入铜的氧

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成功烧制
出高温红、紫色釉，由于钧釉的着色剂对
窑内的气氛、温度等非常敏感，因而形成
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
李争鸣先生在评价由梅国建所著 《中国历
代钧瓷釉色》 时称，钧瓷是以色彩的丰富
和意境的深邃独步瓷林的。钧瓷能在宋代
成为皇家御用赏瓷，并在元代形成一个庞
大的窑系，波及全国 4 省 27 个县，是与其
鲜明的个性分不开的。此个性，就是“入
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绚丽与神奇，就是
每件作品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

钧瓷之美，美在釉色；钧瓷之奇，奇
在釉色；钧瓷是釉的艺术。何为釉？指覆
盖在陶瓷胎体表面的玻璃态物质。钧瓷釉
厚度通常为 1～2 毫米，大器物厚度可达 5
毫米，特大型器物底足垂釉部分厚度可达
10 毫米。钧瓷釉的技术嬗变，为钧瓷注入
了“型为基，釉为魂”的深刻内涵，也是
其千年绽放的魅力根本。

来源于自然而融入自然

造型古朴典雅、粗犷自然、磅礴大
气，为钧瓷釉窑变提供平缓而阔绰的表现
空间，巧妙地满足了钧瓷釉丰厚和流动的
特点，使钧瓷釉面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神奇
景观，如日月辰星、似山峦湖海、像雨过
天晴、犹百花争艳……梅国建却看到了其
命名的遗憾，先辈传下来的名称如驴肝、
马肺、干草黄等，既模糊又难听。

从 2009 年，梅国建在致力唐代花釉瓷
复仿等技术攻关的同时，历时 3 年，走遍

河南省内外 100 多家钧窑窑口和博物馆，
收集唐宋以来不同色彩的瓷器瓷片 4000 多
个，拍摄代表作品和瓷片照片 1 万多幅，
筛选、编号。结合自然界动物、植物、矿
物气象的色泽，将钧釉色彩分为赤、橙、
黄、绿、青、蓝、紫、黑、灰、白、欧泊
釉等 11 个大系，200 多个亚色系。本着来
源于自然又融入自然的原则，钧瓷釉色利
用自然界色彩命名以人们的普遍心理反应
为标准，分自然景观类：火焰红、朝霞
红、火焰青等；动物类：鹅黄、鸡油黄、
鹦鹉绿等；植物类：玫瑰红、海棠红、桃
花红等；金属类：金斑、铜斑、银斑等；
矿物质类：朱砂红、宝石红、玛瑙红等
…… 梅 国 建 继 《20 世 纪 中 国 传 统 钧 瓷》

《中国历代钧瓷釉色》《20 世纪宜兴青瓷和
纹片釉陶》 等著作之后，推出 《中国钧瓷
釉色分类图典》 又一部学术力作，首次建
立中国钧瓷釉色的名称大全。他说，钧瓷
釉色变化无穷，如梦如幻。如果认真地去
研究，就会进入一个穿透历史、跨越时
空，博大精深，具有永恒价值和卓越魅力
的艺术世界。

科学分类更切合发展时代

“五彩缤纷的釉色和晶莹如玉的质感给
人带来美的享受，令人无限遐想……”梅
国建迫切感到，随着钧瓷业的飞速发展，
老釉色新釉色日益增多，科学制定釉色分
类标准，不仅对日益发展的钧瓷行业来讲
越来越重要，而且对钧瓷的研究、生产、
贸易、鉴赏和收藏等意义尤为重大。

在 《中国历代钧瓷釉色》 基础上，梅
国建进行了更加科学系统的补充完善。如
按钧瓷釉色相分类，指钧瓷釉面总体或局
部以一类釉色为主，分为 10 类色系：赤色
系如朱红、粉红、玫瑰红等；橙色系如橙
黄、杏黄、橙红等；黄色系如鹅黄、米
黄、杏黄等；绿色系如果绿、翠绿、麦叶
绿等；青色如天青、玉青、葱翠青等；蓝
色系如天蓝、湖蓝、宝石蓝等；紫色系如
丁香紫、玫瑰紫、茄紫等；黑色系如乌金
釉、古铜等；灰色系如鸽灰、瓦灰、银鼠
灰等；白色系如玉白、鱼肚白、月白等。
另外一种集多色于一体具有宝石质感的釉
则命名为欧泊。如按钧瓷色彩特点分，又

可分为单色类釉与多色类釉。并针对钧瓷
色彩的视觉心理对钧瓷釉色命名的影响，
分为共同感受色觉心理、色彩的心理联
想、色彩性格……

业界专家表示，《中国钧瓷釉色分类
图典》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钧瓷的生产、发
展、窑变机理和鉴赏知识，重点分类命名
并规范了宋、元、清及现代的钧瓷釉色、
纹路、意境名称。收录的 2000 多幅实物图
片，真实记录了钧瓷标本的釉色，充分展
现了其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不仅为推动
陶瓷业教学、科研、生产等向纵深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参照，而且让我们全新领略了
异彩纷呈的钧瓷风采。

钧 瓷 釉钧 瓷 釉 ，， 何 止 五 颜 六 色何 止 五 颜 六 色
□□ 科普时报记者 蒋蒋 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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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地、乳白蓝斑一器三色花釉瓷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唐代瓷业“南青北白”单色釉局面。钧瓷釉经
过 1400 多年的技术嬗变，已化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传奇。就其釉色的科学分类命名，记者再次
连线我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梅国建——

巴马瑶族自治县，第一个被国
际、国内认定为“世界长寿之乡”
和“中国长寿之乡”的县份。它隶
属于广西河池市，是革命老区、少
数民族地区，也是刚刚摆脱绝对贫
困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却
对 外 叫 响 了 “ 养 生 天 堂 ， 长 寿 巴
马”！引来每年 10 万左右的“候鸟
人”聚居养生度假。

10 月 12～14 日，在巴马召开的
“2021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健康旅游
国际论坛”上，与会者热议，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旅游业的情
况，促进传统医药与健康旅游业融
合发展，或许是一种破局之道。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表示，传统
医药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与文化内
涵，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催生出
独具特色的健康旅游产品。

“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旅游
业要创新发展道路，不能拘泥于传
统模式。其中的一条新思路，就是
和健康融合。”清华大学医学院健
康中国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周生来
掷 地 有 声 ，“ 融 合 ， 就 是 我 中 有
你，你中有我。发展健康旅游业，
不能只把健康作为目的，也要作为
一种服务模式、服务手段，旅游目
的地除了山、水这些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禀赋，也要多一些健康的要
素。”他指出，巴马的卫生健康专
业要素还不够，还需要增加，并特
别强调，在健康旅游发展中，传统
中医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医
治病防病，也强调养生。可以做健
康生活方式体验营，让游客到旅游
目的地后，不仅是看山看水，还要
上健康课，提高健康素养，获得健
康的生活方式，为游客从饮食到运
动提供定制化健康方案。

研究旅游经济和旅游政策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马聪玲认为，从我国老龄化和亚
健康情况增多两个趋势能看出，未
来 发 展 健 康 旅 游 有 非 常 广 阔 的 市
场。健康旅游或者是康养旅游，可
以和休闲农业、科普活动、文化产
业甚至体育产业融合。她说，目前
康养旅游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探索
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很多问题没得
到解决。但总体来说，我们的需求
量庞大的，只是供给还不足，服务
精细化程度是不够的，无法完全满
足游客需求，而且还有很多潜在需
求没有被挖掘出来。健康旅游业，
也要强调科技。

“游客来了以后是不是有客户档
案，隐私的问题怎么解决。你对我
的身体做检查，是不是沉淀下了客
户数据；你怎么跟医院之间合作，
各个不同的平台间怎么打通实现数
据的共享……”马聪玲坦言，其实
还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而且，如
果能用科学弄清楚传统医药发挥作
用的机理，对年轻人会更有吸引力。

来巴马参会之前，马聪玲也做了简单的研究。
游客对巴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旅游和长寿上，巴
马“康养旅游长寿乡”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
是，游客关注更多的还是巴马的自然资源和景点，
康养类的内容，还没有被游客当成重点。也就是
说，我们还是原生态的，没有进行后续的加工和产
业发展。

巴马正在构建大健康产业体系，努力推动巴马
旅游由单一景区景点的观光游向融合大健康的康
养旅游转变。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炳峰介
绍，巴马最大的商机是文旅康养。文旅康养是文
化旅游产业和健康养生养老产业多业态的融合，
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新选择。他说：“我们将
充分发挥巴马的天然资源优势，将文化旅游与康
养旅游有机融合，举全县之力打造‘百亿元文旅
康养产业’。”

恐龙是孩子们的最爱，几乎所有
未成年的孩子都对恐龙有着异乎寻常
的喜欢，恐龙玩具、恐龙图画、恐龙
电影、恐龙动漫，都让孩子们兴趣盎
然，乐在其中。

伊春的文友很希望我去看看中俄
边陲城市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我因
去过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与江苏常
州的中华恐龙园，也就抱着可看可不
看的心态去了。

去了才知道，嘉荫的神州恐龙博
物馆虽然排在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
山东诸城恐龙博物馆、云南禄丰县恐
龙 博 物 馆 、 内 蒙 古 二 连 市 恐 龙 博 物
馆、广东河源博物馆、宁夏灵武恐龙
地质博物馆之后，名列第 7，但有特
色，有看点，有着其他恐龙博物馆不
可替代性。

首先，最值得说道的是“一早一
晚”，所谓早，就是嘉荫是我国最早发
现恐龙化石的地方，时在 1902 年，距
今快 120 年了。当年，俄罗斯军官马纳
金上校首先发现并发布消息。1914 年
俄罗斯古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维奇进
一 步 采 集 ， 后 命 名 为 “ 黑 龙 江 满 洲
龙”，高 4.5 米，长 8 米，被誉之为“中
华第一龙”。可以想象，当年一定轰动
之极。所谓晚，就是嘉荫的考古，发
现了迄今为止最晚的恐龙化石，即发
现了白垩纪晚期 （马斯特里赫特中晚
期），距今 6700～6600 万年的鸭嘴龙的
遗存，鸭嘴龙是地球上最后一批恐龙
家族成员。目前，我国唯有嘉荫出土
的恐龙化石代表恐龙灭绝时期，对研
究恐龙的灭绝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更
重要的是能对生物大灭绝的原因提供
重要线索及依据。

第二，嘉荫县龙骨山恐龙化石量

之大，种类之多之全，分布之广，骨
架 之 完 整 ， 信 息 之 丰 富 ， 都 首 屈 一
指。从考古的角度说，在国内同期地
层中出土的动植物化石遥遥领先于其
他地方，乃世界罕见的“富矿”，从而
填补了我国北方晚白垩纪动植物发展
史上的空白。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嘉荫神州
恐龙博物馆还有一大贡献，就是我国
迄今为止，首个建立陆相 K—Pg 界线
的标准地点。这对普通游客来说，也
许无所谓，但对考古学家、生物学家
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依据。

第三，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建在龙
骨山，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集保护区和
展览馆于一身的园中馆。这很难得，可
遇而不可求。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是实
实在在、如假包换的真古董真古迹。在
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除了可以看到“满洲
龙”“卡龙”“乌拉嘎龙”“黑龙”等有地方
特色的恐龙，还能看到霸王龙、疾走龙、
巨刺龙、虚骨龙、多齿灵龙、甲龙等化石。

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与恐龙同时
期的“嘉荫莲”化石，那荷叶的筋脉
清清楚楚，栩栩如生。喜欢植物的朋
友可能知道荷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
的植物之一，有“活化石”之称。嘉
荫 发 现 的 莲 化 石 属 晚 白 垩 纪 ， 距 今
8300～8600 万年期间。据说 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学家在柴达木盆地发现过荷
叶化石，大约有 1000 万年历史。我曾
经去过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
址，那里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荷花
的花粉化石，距今 7000 多年；我还去
过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博物馆，“仰韶
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两粒炭化莲子，
距今 5000 多年。如此说来，关于荷、
关 于 莲 ， 嘉 荫 的 发 现 最 早 ， 最 有 价
值，难怪被誉为“中国第一莲”。

去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与“恐
龙”合影，是挡不住的诱惑。除此之
外，有 3 处也值得拍摄，留个纪念，一

是 大 门 口 ， 鎏 金 的 “ 神 州 恐 龙 博 物
馆”大字前，中英文对照，大气而庄
重；二是“中国第一龙乡”巨大的卧
石前，那是中国古生物学会专家题写
的，有相当的权威性；三是数米高的

“神州第一龙”石碑前，这石碑别出心
裁，那恐龙形态是镂空的，而背景是 7
层的中华恐龙石塔，近 50 米高，系亚
洲 最 高 的 石 塔 ， 互 为 映 衬 ， 相 得 益
彰 。 石 碑 上 的 大 字 系 董 枝 明 教 授 题
写，董教授的一生与嘉荫的恐龙考古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是嘉荫恐龙博

物馆的第一功臣。
平心而论，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占

地面积、建筑规模不是全国最大，设施
也不是最豪华，展品也不算最多，交通
也不是很方便，但值得去。在东北，在
黑龙江，在中俄边界地区，在相对偏僻
的嘉荫，有这样一个考古发掘地建造的
恐龙博物馆，又有那多货真价实的稀世
展品，是让人饱眼福的，尤其对青少
年，徜徉其间，增智长识。

嘉应，中国恐龙之乡，名副其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荞麦属蓼科荞麦属植物，即一年
生或多年生双子叶植物，又名乌麦、
花麦、三角麦、荞子等。目前全世界
发现的荞麦共有 28 个种，其中种植利
用的种有苦荞、甜荞、金荞麦，主要
栽培种为苦荞和甜荞，金荞麦则是南
方常用的一种中药材。

荞麦是一种天然绿色食品原料和
重要的粮药兼用作物，营养丰富，保
健作用强，素有“五谷之王”的美
称。富含与其他谷物相似的淀粉、蛋
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可满足人类补充
能量、果腹生存的需求。自古就作为
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古诗歌和古农书
中多有记载。

同时，荞麦富含许多禾本科作物
所 不 具 有 的 黄 酮 等 生 物 活 性 成 分 ，

能有效预防、控制和辅助治疗糖尿
病 、 心 血 管 硬 化 、 高 血 压 等 疾 病 。
在 《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备急
千金要方》《群芳谱·谷谱》 等诸多
古医籍中，亦有荞麦健胃消食、促
进消化、增强免疫力等防病治病的
记载。

现代研究表明，苦荞淀粉中的抗
性淀粉高，能有效减缓淀粉在消化道
的分解消化速率，降低血糖的升高速
率，具有平稳餐后血糖，降血糖的功
效；蛋白质含量高且富含人体所需的8
种必需氨基酸；脂肪主要由油酸和亚
油酸组成，能有效抑制胆固醇吸收、
降低血脂，从而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膳食纤维比禾谷粮食作物籽粒多出五
倍，具有良好的预防改善便秘作用和
帮助消化功能，可螯合胆固醇，亦有
利于血糖血脂的控制；维生素种类丰
富，如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E
等，有清除自由基，调节人体生理功
能、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等功效，是
治疗高血压，心血管病的重要辅药。

尤其含有其他谷物中所没有的维生素P
即芦丁，是荞麦中主要的黄酮类化合
物，具有较强的抗菌、抗氧化、抗病
毒等生理活性，可增强血管壁的弹
性、韧度和致密性，维持毛细血管的
抵抗力，有明显的降血糖、降血脂、
增强免疫调节功能的作用。

临床医学研究表明，荞麦及其制
品在预防和辅助治疗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肥胖症，增强机体免疫
力、抗氧化、防衰老，以及改善亚健
康状态等方面具有较好功效。

荞麦的食用历史十分悠久，制作
方法多样。据记载，北方一般“磨而
为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或做汤
饼”。南方的普遍做法则是将荞麦磨为
粉，“作粉饵食”，或将荞麦去壳后，

“取米做饭，蒸食之”。
随着科技进步及食品加工技术与

装备的快速发展，荞麦的整体加工技
术水平得以较大提升，产品的种类也
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目前主要产品有
地方特色食品如荞面饸饹、威宁荞

酥、柳林碗团、陕北剁荞面、凉山荞
粑粑、灵丘苦荞凉粉等，有现代加工
产品苦荞茶、苦荞沙琪玛、苦荞酒、
荞麦啤酒、荞麦苗菜、荞麦片以及功
能食品配料苦荞黄酮提取物、荞麦D-
手性肌醇、苦荞蛋白、苦荞麸皮粉
等。产品中面食还是荞麦的主要消费
形式，因而面粉是荞麦加工的大宗产
品，其甜荞面粉的传统消费市场在北
方产区，苦荞面粉的传统消费市场在
西南产区。

近年来，在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
体系提出的荞麦加工业向“大 （大众
化）、高（高附加值）、低（降血糖、降
血压、降血脂）”发展方向指引下，荞
麦制品的种类更加丰富、功效作用更加
明显，“药食同源”特性突出，满足了
人们对荞麦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发挥了
其在慢性病防控中的作用，成了当今人
类的重要营养保健食品。

（第一作者系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第二作者系山西
农业大学山西功能食品研究院研究员）

话 说 “ 药 食 同 源 ” 之 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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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坐落在中俄大界河黑龙江右岸，距嘉荫县城西12公里。
博物馆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50平方米，展厅面积2100平方米，是一
座集科普、娱乐、观光、休闲于一体，将自然科学和人文景观紧密结合的大型综合
博物馆。图为博物馆内的“神州第一龙”。

图片来源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