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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世界铅都” 水口山矿场模型参

展旧金山世博会，湖南工业开始与世界对接

菊花石

手艺人在制造夏布

湘绣 “罗斯福”

本报记者 张尚武 曹娴

醴陵釉下五彩瓷频频折桂

釉下五彩瓷是中华国粹， 是由画师在泥坯上作

画 ， 然后将画好的泥坯喷上一层薄釉 （故称 “釉

下”） 进入

1400

摄氏度的高温窑中烧制， 使泥、 颜

料和釉互相渗透、 融为一体， 因此 “白如玉、 明如

镜、 薄如纸、 声如磬”， 为瓷中珍品。 在

1911

年意

大利都灵世博会获最优奖后， 醴陵釉下五彩瓷又参

展

1915

年旧金山世博会， 送展的釉下五彩瓷器分别

陈列于工艺品和美术品两馆 ， 均荣获金牌奖章 。

《醴陵乡土志》 中称， 从此 “中外皆知有醴瓷矣”。

“罗斯福” 湘绣轰动芝加哥

在

1933

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上， 由宁乡锦华丽

湘绣庄著名湘绣艺人杨佩珍绣制的罗斯福总统

24

寸

半身肖像， 轰动全场。 绣像里， 罗斯福神态端庄潇

洒。 罗斯福像中眼角的鱼尾纹呈水平横线， 刺绣时

用直掺针一点点连接， 每点仅两三根丝粗， 直径约

0.1

毫米， 细入微茫。 绣品每一针的落点都巧妙地深

藏在前一丝中间， 不露针痕。 绣品之精巧令观众惊

叹不已， 从而一举获得本届博览会金奖。 罗斯福本

人又奖给锦华丽湘绣庄

6000

美元。

浏阳夏布 “未尝遇敌”

在

1911

年意大利都灵世博会上， 宁乡的红木椅、

长沙马大生布号的夏布获得了优秀奖， 即三等奖。

当时， 长沙的夏布颇负盛名。 浏阳等主产地的

夏布以苎麻 、 大麻为原料 ， 明代即被列为朝廷贡

品。 《中国实业志》 记载： “明末清初， 浏阳夏布

畅销各埠， 年可销万筒 （

18

万匹）”。

1901

年， 浏阳

夏布远渡重洋 ， 销往日本 、 南洋等地 。 谭嗣同在

《浏阳麻利志》中给予浏阳夏布如此赞誉：“战天下之

商务未尝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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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湖南参展爱知世博会，在中国馆

内设有“湖南馆”， 诠释“大自然的智慧”主题

郭嵩焘：对欧美机器展品倍感兴趣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

1877

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

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光绪四年（

1878

年）

5

月至

10

月，法国巴黎举行世博会。

时任清廷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对此会颇为重视，对英、法、

美等国的机器展品倍感兴趣，仔细考察了其性能与功用，称

赞“亦多新法”。郭嵩焘看过农田机器，在日记中写道：“中国

所需者汲水机器，考求得数种，拟自备回家，以资应用。其各

种小仪器尤多应考求者。”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强

烈愿望跃然纸上。

曾纪泽：细微器物 富民通商

曾纪泽，出生于湘乡县荷塘（今双峰县荷叶镇），曾国藩

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

1878

年

8

月， 继郭嵩焘后曾纪泽接任清廷驻英法使节，

到任时法国巴黎世博会已闭幕， 但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

了巴黎世博会留下的照片， 并在日记中写道：“披览良久”。

在

1879

年至

1884

年间，曾纪泽积极参观各种博览会。曾纪泽

在一次参观博览会时， 了解到法国人非常喜好中国的古瓷

和刺绣后，在日记中感慨：“若中国有留心时事者，于此等细

微器物，亦肯整理而精进焉，或亦富民通商之一助也。”

唐才常：世博会具有重大功能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他虽未出国参

观过世博会， 但借助阅读书刊了解到世博会的一些情况。

1895

年前后，他写有《拟设赛工艺会条例》一文，文章介绍了

欧美各国自

1745

年以来竞相举办博览会的盛况。 他认为世

博会具有多重重大功能，不仅可以取得巨额的门票收入，而

且通过展示工艺品的标准与规格， 从而促进工艺技术的改

进与发展。

有鉴于此， 唐才常呼吁中国应立即仿效欧美国家举办

博览会，并提出了三条建议。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位清末湘籍名人看世博

李长林

唐才常郭嵩焘 曾纪泽

湖湘精品扬名世博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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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康家戏台是水口山铅锌矿的娱乐、集会

场地。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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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英国伦敦，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工业革

命鼎盛时期开幕。

穿越时光的隧道，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身影已触

手可及。 关于世博会一度远去的梦境片段也渐渐清

晰，

150

余年世博光影中的湘人、 湘景跃然而出。 一

段湖湘文明发展、 魅力张扬的世博篇章舒卷铺开。

从筹资办会到赛品“炫奇”

从

1867

年始，当王韬、李圭等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把世博会的各种信息传回中国，人们将“世博会”称之

为“炫奇会”、“赛奇会”。

根据上海图书馆整理出版的《中国与世博历史记

录（

1851

—

1940

）》，第一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世博会是

1876

年美国费城世博会。

1904

年在美国举行路易斯世

博会，清政府指令各省筹资办会，湖南的数额是

4

万两

白银，这是目前记载的湖南最早参加的世博会。

早期世博会并不像后来固定为每

5

年举办一届。那

时中国的参展物品以传统手工产品、 农产品为主。在

1905

年的比利时列日城世博会上，当时的《中国展品目

录》商船类中，提到长江中下游的大木排，其木料的一

部分就来自洞庭湖区。

在

1911

年的意大利都灵世博会上，应邀赴会的中

国制定了“赛会办法”。在赛品指南的“竹木料”类中，提

到了湖南的斑竹、方竹器。与此同时，各种独具湖湘特

色的工艺品、农产品乃至日用品，开始在世博会上崭露

头角。醴陵釉下五彩瓷是由画师在泥坯上作画，高温烧

制，晶莹剔透，让外国参观者看得见，却又摸不着，首次

在都灵世博会上获最优奖（为二等奖，一等奖为卓绝

奖），在此后的世博会上多次获奖。湘绣手工精湛，绣的

花鸟虫鱼、人物等栩栩如生，也在都灵世博会上获最优

奖，在

1915

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

1933

年美国芝加哥世

博会上，均获奖。宁乡的红木椅、长沙马大生布号的夏

布在都灵世博会上获得了优秀奖（三等奖）。

1915

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世博会（为庆祝巴拿

马运河通航，故旧金山世博会又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

博览会”），是我省目前获奖最多的一届世博会。据俞力

主编的 《历史的回眸———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故事

（

1851

—

2008

）》一书记载：

1915

年旧金山世博会湖南参

展的物品中，浏阳菊花石雕名匠戴清升创作的菊花石

雕《梅菊瓶》和《梅兰竹菊横屏》荣获“稀世珍品金奖”；

前后经过

80

多道工序制成的邵阳翻簧竹刻———荷叶花

瓶获银质奖章。此外，绸绫刺绣及夏布、湖南出品协会

的各种兽皮、长沙胡上吉的梳篦、浏阳萧仁和的漆器，

湖南麓山玻璃公司的各种玻璃器， 以及彩画瓷器、稻

米、黄麻、酱油、纸张、火柴、安化红茶，均获奖。

从手工产品到工矿模型参展

由于近代工业起步较晚， 中国在早期世博会上的

科技展示乏善可陈。 “敢为人先” 的湖南人有着满腔

渴望， 把湖南工业通过世博会向世界展示。

20

世纪初的湖南水口山，是世界上最大的铅锌矿，

有“世界铅都”之称。

1915

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上，湖

南展出了水口山矿场模型和坑道照片，受到称赞，这一

展品获金牌奖章。湖南参展产品从农产品、手工产品到

展示工矿业，这是湖南参加世博会的突破。

据 《水口山铅锌志》 记载， 光绪

22

年 （

1896

年），

清政府将水口山收归官办， 由湖南省矿务总局管辖。

建矿之初， 用土法开采明窿， 后改用西法， 开第一坑

斜井， 装设锅炉、 蒸汽机、 吊车、 铁轨等机械设备。

1908

年， 水口山矿区兴建新式机械选矿厂， 又称洗砂

台， 进行重力选矿。 这是旧中国第一个新式选矿厂。

1912

年， 铺设水口山至松柏的轻便铁路， 全长

6

公里，

备有

30

匹马力蒸汽机

3

台。

1914

年至

1918

年为水口山

的 “黄金时代”， 有五六千矿工， 产量最高的

1916

年

产铅

96840

吨、 锌

28104

吨， 年收入达

600

余万两纹银。

史料显示， 当时在旧金山世博会上展出的模型，

就是装设了机械设备、 进行重力选矿、 用蒸汽机运矿

的新式矿场。 当年获得金牌奖章的还有华昌锑矿公

司。

这些工矿企业是湖南近代工业兴起的见证， 在当

时中国近代工业中有着显赫的地位。 湖南工业与世界

对接的脚步一旦启程， 就不曾停下 。 百余年来 ， 战

乱、 灾害也曾让步履变得蹒跚， 但今天工业化进程正

加速推进， 努力争先。

从物品展到主题展

上世纪

40

年代以后，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参加世

博会一度中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直至

1982

年才

重回世博会大舞台。

2005

年在日本爱知县举办的世博会，湖南与全国其

他

13

个省区和城市共同进入中国馆参展。 这是我省首次

以地方省份组团的形式参会，在中国馆内设有“湖南馆”。

围绕爱知世博会 “大自然的智慧” 主题， 我省在

会展期间的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举办了 “湖南周” 活动，

组织长沙、 株洲、 张家界、 岳阳、 常德、 湘潭

6

个城

市， 集中展现 “自然、 城市、 和谐———生活的艺术”。

这是我省参加世博会， 从物品展到主题展的提升。 同

时借助世博会的平台， 在东京举办招商引资洽谈会。

“湖南周” 期间， 我省参展的每个城市都办有一

天的 “城市日 ” ， “长沙日 ” 推出 “山 、 水 、 洲 、

城———生态的长沙”， 取一瓶白沙古井水， 用精美瓷

瓶包装， 湘绣包裹。 长沙市长与日本鹿儿岛市市长共

同打开白沙水， 研磨成墨， 亲笔书写 “长沙” 二字。

这届世博会上， “湖南馆” 还有 “自然之声”、

“翰墨流芳”、 “风云对弈”、 “禅茶一味” 四大板块

的活动， 将湖湘文化的精髓与开放发展推向世界。

回眸世博 湖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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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清末文人陆士谔

描绘了这样一个梦境：

开办万国博览会， 上

海把地中掘空， 筑成

了隧道， 安放了铁轨，

日夜点着电灯， 电车

就在里头飞行不绝。

陆士谔充满期待：

“休说是梦， 到那时，

真有这景象， 也未可

知。”

还有3天， 这颗梦

想的种子即将破土而

出。 这一次， 湖南将

在国内参展“世界经

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

克” 盛会———

２０10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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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清政府指令湖南筹资

4

万两白银，

参加路易斯世博会；此后，湖南赛品“炫奇”捧奖

———菊花石雕名匠戴清升与世博的故事

菊花石，“全球一”

本报记者 曹娴

“

1915

年的美国旧金山

世博会后， 浏阳永和镇的菊

花石雕就出名了。”

4

月

26

日，

在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

工作室里， 菊花石雕技艺传

承人、 高级工艺美术师于智

勇 向 记 者 讲 起 了 他 的 外

公———浏阳菊花石雕名匠戴

清升的故事。

“记得外公家是一座普

通民居，门楣上挂着一块‘全

球一菊花石作坊’ 的招牌。”

于智勇的外公戴清升生于

1889

年，

13

岁时，家境贫困的

他凭着一股喜好之情， 开始

学习菊花石雕技艺。“由于聪敏好学， 外公不出几年就自立了

门户。”于智勇记得外公说起，

1914

年，当时的中国农商部举行

工艺品评选，优秀作品将送到美国旧金山去参展，他的初评作

品即受到评委们的青睐，获得了参展资格。

“当时外公并不清楚世博会的概念，但到国外展示自己

的手艺，总是一件好事情。”于智勇回忆，戴清升花了整整一

年时间，构思、找原材料、打磨，终于拿出了两件参展作品。

一件是菊花石雕花瓶，一件是“梅、兰、竹、菊”屏风。“这两件

‘宝贝’雕琢成功后，外公很快就送了出去。”于智勇称，他没

有见到参展的成品，因为当时是纯手工雕刻，非常耗时，肯

定不是大件作品。

展会结束后，戴清升得知作品获了奖，却没有见到自己

的奖章，也不知道参展作品归落何方。“外公只负责创作，送

展的事由小外公（外公最小的弟弟）打理。但小外公事后也

未谈及，只从香港带回了一些新鲜物件。”于智勇笑着说。

1915

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也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上，由戴清升制作的湖南浏阳菊花石雕，荣获“稀世珍品金

奖”，并一直保存在联合国博物馆内。

湖南菊花石在世博会上得金奖！ 当时整个浏阳都在传

送着这个大好消息。一时间，菊花石雕的求购者纷至沓来，

甚至镇上的英国传教士也登门求之。于智勇回忆，前来向外

公拜师的学徒猛增，外公家的银元装满一个小簸箕。当时，

一位交情甚好的秀才为外公的作坊取了一个响亮的名

字———“全球一菊花石作坊”。“这块牌匾我们一直都保存

着。”

好光景并不是很长。战争时期，石雕萧条，作坊冷落，至上

世纪

50

年代，戴清升一家又陷入清贫。于智勇记起，文革刚结

束， 近

90

岁高龄的戴清升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刻刀， 制作

了”金凤拂菊引彩蝶“的立件，“这是外公生前最后一件作品，

至今还陈列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内。”

“我从小就跟外公学艺，他虽不擅言传，但总是用身教

影响着我。”此次，于智勇全程参与上海世博会湖南馆馆标

石“桃花源里”的创作，让菊花石成为湖南馆的一张名片，再

现了菊花石工艺的精美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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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智勇介绍祖传的菊花

石作坊牌匾。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醴陵釉下五彩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