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杯子兼具实用性和观赏价值，纵观其发展
史，每一种杯子都是时代的缩影。夏商时期的酒
樽、隋唐的茶具、元朝马背上民族风情的高足杯、
明清的青花瓷，近代的锡壶、印字杯，现代的文创
产品杯……近日，青版财经小记者来到青岛市崂
山区个杯堂杯子博物馆，参观材质考究、外观精
美、器型多变、价值厚重的杯盏文化遗产，探寻小
杯子里的大学问，以杯为媒介，“触摸”丰富多彩
的人类文明。

青岛市崂山区个杯堂杯子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2100平方米，是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以杯子为
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征集收藏了众多杯盏及相关
文化遗产。博物馆分为中国展区、亚洲展区、欧美
展区，藏品跨越人类五千年杯子制作历史，其中，
中国展区展示了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汉、唐、
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杯盏壶类藏
品。另外，还有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欧
洲、美洲的海外藏品等。

了解景德镇瓷器魅力

杯子博物馆的韩琦老师带领小记者们参观了
博物馆。“好大的一个杯子呀！”当看到展厅门口

“天下第一大盖杯/碗”时，小记者们不由得惊叹
道。老师介绍道：这个盖杯、碗的最大直径为
1.08m，是由景德镇的师傅们历时两年烧制而成。

景德镇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制瓷历
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闻名世界，有“瓷都”之美
称。景德镇陶瓷闻名于世的原因有很多，最关键
的是景德镇陶瓷自身的特点：白如玉，明如镜，薄
如纸，声如磬。

景德镇的瓷器胎薄莹润，云白天青，淡雅轻扬；
胎骨清净，玲珑剔透，器形考究。景德镇特有的高岭
土泛青，瓷器镁成分含量高，塑形效果好。高岭土是
配制高级细瓷坯和釉的优质原料，其质地极纯，含铁
量极低，最早产于江西省景德镇浮梁县高岭村，故此
命名。景德镇制瓷千余年，实际上开采高岭土已长
达1700余年，也正是因为此土，才造就了举世闻名的
瓷都景德镇。小记者们纷纷在“天下第一大盖杯/
碗”前合影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探寻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杯子除了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而更是文化的
传承者。中国区展出了自新石器时代至今近5000

年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杯盏壶类藏品，这里的每
一只杯子都特色鲜明，具有时代赋予的特殊意义。

在展馆中，展出的龙山文化黑陶蛋壳杯来自
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体现了新石器时期陶器制
作的最高水平，由于器型与马克杯极其相似，又被
誉为“中华第一马克杯”，杯壁最薄处只有0.2—0.3
毫米，重量为210克，拿在手中轻若无物。“我国古
人真是太厉害了！”看到如此漂亮的展品，小记者
不由得感叹道。

从工艺种类来说，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陶器
以印纹陶、灰陶、黑陶及白陶为主，同期也出现了
工艺复杂、艺术性高的青铜爵杯等青铜器。汉代
杯以椭圆形、浅腹、长沿旁有扁耳的耳杯最具代表
性。博物馆内的三彩釉杯，是唐代匠人掌握各种
金属氧化物呈色技术的智慧结晶。

宋元，瓷茶杯兴起，瓷器工艺到达巅峰。宋代
各地窑业大力发展，而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当
属“五大名窑”，包括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
窑。此外，宋代分布在全国的民间窑业也各有千
秋。因斗茶文化的兴盛，让建窑系的黑釉盏风靡
一时。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直言，“盏色贵
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宋朝还流行点茶，把茶

末碾碎，调成膏状，放入茶盏，沸水冲注，再以茶筅
搅出白沫，因便于观察茶沫白色的缘故，所以宋人
特别崇尚建窑和永和窑的黑釉盏。而到了元代黑
釉茶盏相对减少，多见青白釉制品，成熟的青花瓷
工艺也出于元朝。

清代杯盏，集历代名窑之大成，达到历史制瓷
顶峰。三彩、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粉彩、高低
温颜色釉、玲珑瓷、象生瓷等创新发展，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陶瓷艺术盛况。看着这么多漂亮的杯
子，家长们也拿出手机来拍照留念。一位家长表
示：这些杯子充分显示了古人的聪明才智，通过时
代的变迁，可以发现烧制也越来越精致，人类文明
不断进步。

近代，随着科技的进步，许多新生的材料，如
塑料、不锈钢、玻璃等应用到了杯子的制作中，并
拓展了更多的功能。各种保健杯应运而生，搪瓷
杯、磁化杯也勾起了家长们的往昔回忆。

杯中了解异域文化

博物馆内的亚洲展区主要展示了日本能工巧
匠制作的各种杯盏，在传承和互鉴中国陶瓷文化

基础上也做出了诸多创新。日本瓷器图案和画面
颜色明快，多红绿、黑白相间。茶杯、酒杯、碗、碟
子等食用器边沿多有金色釉。釉料纯净，施釉薄
而均匀，有光亮感，胎质坚硬细密。瓷器的器型与
画面设计、釉色装饰等形成了特色。日本的茶壶
以扁圆形为多，再配装以竹藤或铜丝提梁。壶的
形制有瓶形、直筒形、方形、椭圆形、扁方形、瓜棱
形等。

欧美展区展示了来自欧洲和美洲的银器、水
晶器、陶瓷器等众多材质、众多风格的异域文化展
品，展现了欧美历史上饮用水、奶、咖啡、红酒、啤
酒等不同饮品所使用的器皿风格。

公元前3000年，希腊的特萨里和爱琴海的
克里特岛受益于中近东及埃及的制陶技艺的传
入，变身为制陶中心。公元前16世纪，希腊出现
灰陶。迈锡尼文化期间，克里特岛的陶瓶出口
埃及，并西传意大利。罗马帝国时代，埃及的铅
釉陶技术传入意大利，称为马略利卡。文艺复
兴时期，锡釉陶制造技术由意传至法、德、荷、英
及北欧。

13—14世纪，中国瓷器传到欧洲，厂家争相仿
制。16世纪，欧洲开始以碎玻璃粉作为熔剂配制
瓷器坯料。1769年开始生产软质瓷。17世纪末—
18世纪初，德国的希恩豪斯用长石粉取代玻璃粉
作熔剂，制出了硬质瓷。18世纪，法、德、英、意等
国建成了瓷器厂。1800年斯博德用骨灰掺入到硬
质瓷坯料中，创造了骨瓷。20世纪，欧洲国家实现
了自动化生产。随着陶瓷科学与生产技术的进
步，陶瓷已成为当今世界三大材料之一。一位家
长感慨道：杯子，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更是文化
的传承者。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杯子，也可以看
到当时文化的缩影。

最后的展区还别出心裁地打造了艺术展品
“鲸鱼的眼泪”，旨在倡导少用纸杯、保护海洋、保
护地球的环保理念。小记者们还参观了古色古香
的唐宋老街，体味氤氲香雅的环境。

小小的杯子后面有大大的学问，以杯为史，探
文明渊源；寓情于杯，观古今之变。伴随着时代的
发展，触手可及的杯子经历了从自然造化到巧妙
利用动植物，再到手工精细打磨与机械流水作业
的漫长演进过程。

在这里小记者们不仅欣赏了众多精美的杯
子，也通过杯子后面的故事触摸到丰富多彩的人
类文明知识，探究中外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汲取
着丰富的知识，可谓收获满满。

以杯为史，探文明渊源观古今之变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盛军

这个学期期中考试过后，班上又兴起
了打乒乓球的热潮，我也被卷入其中，并
特别喜欢感受那小球灵巧的飞跃和拍柄
上湿热的感觉。

刚一下课，班上的几个身影就呼地
一下窜了起来，如几道闪电般闪出教
室，奔向外面的乒乓球桌。我们班教室
就在乒乓球桌旁边，所以每到下课，球
桌都会被我们班同学“占领”着。我喜
欢在旁边看同学们打球。只见他们旋
转腾挪，那球拍在空中上下舞动。一颗
晶莹的“白珠”划着美丽的弧线，在球拍
与球台间飞跃着、弹跳着。我为那雪白
的小球而着迷，着迷那清脆的声音，着
迷那飞跃的身影。

还记得我刚刚开始为乒乓球着迷
时的情景：回家把自己的箱子翻了个底
朝天，翻出一副乒乓球拍，又从床底下掏
出来一个球，抹去灰尘，兴奋地玩了很
久。以前我喜欢打羽毛球，拍子又长又
大，在空中挥舞非常方便，我照着打羽毛
球的样子打，结果打了半天，球都直接落
在了地上，连拍都碰不到。这可把我急
坏了，忽然想起来，在打乒乓球之前要练
习颠球，要把手感练出来。颠球对我来
说并不是难事，开始只能颠6—7个，后来
越来越多，都能超过100个，我对颠球的
兴趣也日渐浓厚，后来只要我愿意，颠一
二百个都不成问题。

随着颠球数量的增加，我都快被那来
回跳动的小球晃晕了。我觉得练得差不
多了，就对着墙打。刚开始，墙是一个强
劲的对手，当小球从球拍击出时，那清脆
的声音使我陶醉，正在陶醉之时，就听见
另外“砰”的一声，一道白影闪了过来，我
赶忙在空中胡乱挥了一下球拍，没有了那
陶醉，只有乒乓球在地上一弹一弹，跳向
一边的尴尬……我没有气馁，立刻转过
身，拾起球，再次向墙发起挑战……

经过苦练，我终于从菜鸟水平提升
到了和同学们差不多的“级别”，终于可
以和同学们你来我往地鏖战起来。我特
别喜欢打乒乓球，特别喜欢那一道道飞
跃的弧光。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分校
七年级2班 陈柄中
指导教师 殷玉香

假期去了一趟首都北京，在游览的众多
名胜古迹中，我对慕田峪长城印象最为深
刻。慕田峪长城，远远望去，犹如一条长龙盘
踞在山峦之上，山上满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每
一棵都像一位昂首挺胸的战士，静静守护着
这条“巨龙”。

攀登长城，每一个敌楼都是一个小小的
目标，心态也很重要，如果一直抬头望向敌
楼，会感觉敌楼总是在远方，但只要低头望
着脚下，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不一会儿猛
一抬头就会惊喜地发现，敌楼已近在咫尺。
爬累了就眺望一下壮丽的美景，这美景仿佛
能给人充电一般，看着看着浑身就又积攒了

力量。
上台阶需要技巧，下台阶同样有技巧。长

城的每一层台阶的高度都不高，所以当我马不
停蹄地忙活了半天，却发现并没有走多远的距
离。这时，听见爸爸在前面兴奋地冲我们喊
到：“Z字形下台阶试试，这样更省力！”只见爸
爸一会儿跑到左，一会儿跑到右，这种跑法还
真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我、妈妈和妹妹也
学着爸爸的样子左右左右地跑起来，还别说，
真的挺有趣。

我们选择慕田峪长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在这里不仅上山时可以体验一段索道，下
山时还可以体验全程的滑道。那天排队乘坐

滑道的队伍很长，但坐上滑道的那一刻，我觉
得一切的等待都值了，用两个字形容——“刺
激”！眼前是一个超长版的滑梯，坐在一个可
以控制快慢的小车上沿着滑梯从山顶一直滑
到山脚下，足足十几分钟的时间，两边的花草
树木不断从眼前掠过，感受着风驰电掣般的速
度，十分过瘾。

当我踏出长城的那一刻，心中仍是满满的
激动与兴奋，回头再次望向长城，心中涌动的
是对雄伟的赞叹和对历史的敬仰。

青岛基隆路小学
四年级3班 吕欣苑
指导教师 苑丽娟

“停桡矶下奠椒觞，草木犹闻翰墨香。”屋子
里一阵阵墨香扑鼻而来，夹杂着几分纸的幽
香。一行行，一张张，一卷卷，我不厌其烦，孜孜
不倦地书写着，最终写得行云流水，下笔如有
神。这就是我的拿手好戏——书法。

在我初学书法时，有很多字都掌握不好。
但是经过我的一遍遍刻苦的练习，终于写出来
像样的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只要你坚持刻苦的练习，必有所成。

记得去年快到新年的时候，书法老师在书

城组织了一场书法活动。我到达书城后，只见
到处都挂满了红灯笼，墙上贴上了剪纸，还有五
颜六色的灯光，喜庆极了。屋子里回荡着优美
的音乐，前面摆着几张桌子，有一些优秀的作品
已经被展示到了展板上。这次写的是对联，于
是我走到桌子旁，铺好毛毡，泡好毛笔，倒上墨
汁，选了两张大红色的对联纸，上面的金龙栩栩
如生。我深吸一口气，便开始挥洒笔墨，一点一
横、一撇一捺似乎都充满了生机，每个字都写得
行如流水，很快，一幅作品就展现在眼前。微微

泛黄的灯光下，一个个漂亮的毛笔字在宣纸上
绽开。墨香沁人心脾，红纸黑字，古色古香……
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欣赏起来，纷纷夸赞道：

“写的多好啊！小小年纪真厉害！”
研习书法磨炼了我的意志，开阔了我的眼

界。古语有云：字如其人。凡事不骄不躁，全心
投入，用平常心对待，这才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六年级3班 褚春贝
指导教师 胡江林

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带着我
去看了一场足球赛。比赛中，球场上球员们
昂扬的斗志、奋力拼搏的精神，就像骁勇的将
士驰骋在疆场上，一下子征服了我。从那时
起，我就喜欢上了足球，也梦想能成为一名
足球队员。

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如愿进入学校足球
预备队。每天放学后训练一个半小时，春夏
秋冬坚持训练。虽然开始的基本功训练很
辛苦，也很枯燥，但一想到某一天也能成为
赛场上的一员猛将，我就不觉得辛苦了。

有一天，足球教练跟我说：“你的反应能力
强，当个守门员吧？”我开心极了，终于可以上场
参加比赛了！当我站在球门中间的那一刻，顿
时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
自己：“队友们，我会努力的，一定要为我们队守
住这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守门员来说，要想守住球门，摸、
爬、滚、打都得用上，我从练球之后也不知道
磨破了多少条裤子，受过多少伤，时常会肿
着手或腿上流着血回家。妈妈心疼地问我：

“看你整天伤痕累累的，咱可不可以不当守

门员了？”我告诉妈妈：“我不怕受伤，我现在
越来越喜欢当守门员了，当我扑住惊险球的
那一刻，当我的队友和教练为我叫好的那一
刻，我太开心了！”

足球让我体会到团队精神高于一切，让我
懂得了什么叫作“责任”以及胜不骄、败不馁团
结协作的精神。足球踢出了我的童年，踢出了
我的快乐！

青岛基隆路小学
四年级6班 王培翔
指导教师 庄福一

小记者们观看展厅门口醒目的“天下第一大盖杯/碗”。

慕田峪长城游记

我的拿手好戏——书法

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飞跃的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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