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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海明，古陶瓷高级鉴定师，北京人，中文系

本科。

现任职务：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副会

长，北京律动博古文化传媒董事长，景德镇市博古鉴

真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收藏家协会瓷

器部负责人，中国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物艺

术品物证鉴定研究所特聘专家，中国收藏家协会民族

艺术品收藏委员会副秘书长，中管科（北京）文物鉴

定中心特聘专家，中国六维辩证文物物证鉴定研究所

特聘专家，浙江婺州博物馆终身顾问。并和景德镇国

家陶瓷实验室共同起草，由国家标准委员会及中国检

验检疫学会共同认证的《陶瓷鉴定认证规程》。

在《艺术品鉴证》《文物鉴定与鉴赏》《收藏

界》《收藏参考》《中国收藏家》《理财与文化》

《中国航班》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积极参与和

提倡对高古瓷器的民间保护和收藏，倡导和推广与传

统鉴定模式相结合的微观鉴定方法。

接受《当代中国》《东方之子》《南方日报》

《中国文物网》《东方养生》《财富圈》《商业文

化》《理财与文化》《北京社区报》等多家刊物及媒

体的采访与独家报道。

作为嘉宾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受了关于宋瓷

方面的座谈，参与了国家大型电视节目《博物探究》

栏目的讲解，并且是浙江金华电视台《古今鉴宝》栏

目的主讲嘉宾，《玩家说宝》栏目的特约嘉宾。



陶瓷器的仿古之风，自宋代就已盛行。仿古的目

的，有些是出于尊古法祖，传承发展前辈陶瓷技艺；

有些是出于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个人喜好，按需而

仿；有些则是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仿而牟利。

鉴定古陶瓷，一般有四大任务：辨真伪、断窑

口、定时代、评价值。四项任务的首要是辨真伪。古

陶瓷真伪的鉴定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传统

的经验鉴定；第二种是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陶瓷进

行鉴定的科技鉴定；第三种是物质自然老化痕迹的微

观鉴定。以下就这三种鉴定方法进行简要分析。

一、传统经验鉴定的分析 

所谓传统经验鉴定，是指鉴定者在长期的古玩鉴

定实践中，依据个人所积累的经验，通过眼看、手

摸、耳听、鼻闻等感觉器官，对器物进行鉴别的行为

过程，包括“六看”，即看胎、看釉、看色料、看器

形、看纹饰、看款识。因此，传统经验鉴定俗称“眼

学”，又称“目鉴” 。

传统经验鉴定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它是依据

“标型学”，采用排比类推、考证等方法，找出被鉴

器物在器形、釉色、纹饰和款识等方面，与所谓“标

准器”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由此推断出被鉴器物

的真赝，是一种定性判断的鉴定方法。

传统经验鉴定，在鉴定古陶瓷的文化背景方面，

其优势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方便、快捷；

第二，能够对古陶瓷的人文社会属性作出比较准确的

判断，如被鉴器物的生产时代、窑口、器形、釉色、

纹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艺术美学价值、科技工艺

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但是，人的肉体器官作为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带有许多自然的、也就是天

生的局限性。凭借人的感觉器官，不可能深入触及到

古陶瓷内部的微观层面，从而对其进行正确的认识与

判断。就如同人的眼睛看不见物体内部分子运动的情

况，分辨不出血液里的红血球、白血球；用人的鼻子

闻不到潜在水中的鱼儿的腥味；用耳朵听不到无线电

波传达的信息；用手触摸大地，判断不出地下有什么

矿藏。也就是说人类天生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在鉴

定古陶瓷时，必然存在局限性。自古以来，古陶瓷的

仿制者、作伪者，也正是从古陶瓷这些表面特征入

手，烧制出外观与真品相似、甚至毫无二致的仿品，

以此欺骗收藏者，造成收藏者，甚至专家的误判。

再者，自古以来，鉴定前辈们对古陶瓷的认知，

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他们在鉴定实践中，面

对自己所遇到的真品与赝品，各自凭借自己的感官去

认识、去鉴别，待形成对器物的初步认识后，通过分

析、综合、抽象与概括，最后以记忆或文字的形式

将这些特征和规律记录下来，这就形成了经验。这种

形式的经验是直接经验，也正是由多个人的直接经验

构成了广义上的传统经验。由于人的感觉器官存在着

天生的局限性，这些直接经验本身也就难免存在不准

确、不全面、甚至完全错误的情况。加之历史上遗存

下来的传统经验，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口口相传、师

徒相授而成为了间接经验。这些间接经验又因转述、

浅析古陶瓷的几种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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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抄的失误，常常变了味、走了调，甚至是面目全

非。而这类不准确的间接经验又大量掺杂到传统经验

之中，更增加了传统经验的局限性。

同时，我国古陶瓷烧造的历史源远流长，各个时

代、各个地区生产陶瓷的窑口众多。在现实生活中，

某类古陶瓷既有典籍记载、又确有实物在社会中留

存，但至今为止尚未发现其窑址（如五代后周的柴

窑、北宋的官窑等），如果袭用传统经验对它们进行

鉴定，则无从断定其真伪。即使通过考古发掘已经找

到窑址的器物，因其生产时间、地域、原材料的来源

不同，加之生产工艺、技术的变化发展，如果按照有

限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以某个窑口、某个时间段的数

件产品作为“标准器”加以比鉴，其结果必然要把那

些传统经验之外的器物予以否定，判断成仿品或赝

品。这种现象在当今古陶瓷鉴定中是层出不穷、屡见

不鲜的。

另外，在已经确认的中国历代古窑中，有的少则

烧造几十年，有的烧造时间跨越几个朝代，延续数百

年之久。特别是一些质量好、销路畅的窑口，不仅规

模大、产量巨，而且因为竞相仿烧，形成了横贯东

西、遍布南北的庞大窑系。由于窑口分布的地域广

阔，器物胎、釉的材料来源不同，化学组成成分有

别，加之各地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的差异，陶瓷器

的造型、纹饰、制作工艺在当时就有一定区别。随着

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更、人员的变化、工艺技术的

改进，器物特征的变化也就会更大。所以，必须承

认，任何人都不可能见到同一窑口所有器物，更不可

能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把它们的各种特征烂熟于

心。也就是说，包括专家在内的所有古陶瓷鉴定者，

对某一古窑口产品所积累的经验还是不全面的，甚至

是相当有限的。

还有，古代工匠在生产陶瓷器的整个过程中，从

原料的采集、粉碎，到淘洗、练泥、拉坯成型、干燥

以及施釉、装饰、彩绘、装烧等，都是凭经验手工操

作，偶然因素较多。即使在同一窑中烧出的产品，因

器物在窑炉内所放位置不同，受热温度的高低有异，

烧成气氛把控的熟练程度有别，闭窑时降温速度的快

慢等，都会造成产品特征上的差异。所以，传统经验

对同一窑口、同一时期产品的认识，也是存在着某些

局限性的。

正因为传统经验存在着诸多的主观性、片面性，

所以在古陶瓷的鉴定实践中，所犯错误一方面表现在

将“伪”判“真”，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把“真”断

“假”，甚至发展到“宁可错判一万，也不放过一

件”地将“真”断“假”的极端程度。

我国地下文物众多，随着史无前例、空前规模的

基本建设的开展，加之盗掘古墓，盗挖古窑址、古遗

址、古窖藏的非法活动甚嚣尘上，大量的地下文物被

挖掘出来。其中不少器物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见所

未见的。如果单纯依赖传统经验对众多的出土古陶瓷

进行鉴定，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公立博物馆中，

有些根本没有类似的器物存在，专门从事古陶瓷研

究、鉴定的专家们，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就更

谈不上对它们的研究。

虽然，传统经验鉴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

们坚持认为：科学的经验鉴定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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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任何先进的科学仪器所无法替代的。

二、科技鉴定方法的分析

科学技术鉴定，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古

陶瓷进行分析、鉴定的方法，又称“科鉴”。目前，

按照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又可归纳为三类：第一，依据

化学理论的有“元素成分分析法”；第二，依据光学

理论的包括“激光拉曼光谱仪分析法”“能量色散

型X-射线荧光谱仪分析法”“可移动式实体显微镜和

不可移动式电子显微镜”；第三，依据物理化学理论

的有“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原子吸收光谱

仪”“热释光分析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

光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等。

科技鉴定方法的优势在于：第一，能够对被鉴器

物的自然（物质）属性作出客观的、准确地定量分析

和判断；第二，应用范围比较全面而广泛；第三，有

利于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

但是，长期的鉴定实践业已证明，其局限性也是

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第一，鉴定设备的体积庞

大、价格昂贵；第二，需要建立准确、可靠、完整、

系统的庞大数据库作支撑；第三，无法对古陶瓷的人

文社会属性作出判断；第四，某些有损的测试模式会

破坏古陶瓷的完整性；第五，鉴定费用高，绝大多数

收藏家难以承受；第六，不能广泛运用于社会市场，

普及性差。我们在这里简要分析主要应用于市场的

“元素成分分析法”和“热释光分析法”

1．元素成分分析法

元素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比较断代的科技鉴定方

法。根据陶瓷器物的胎、釉成分进行比较断代的元素

成分分析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微量取样，然后进行

化学成分分析；另一种是无损辐射法。放弃损辐射法

是利用各种粒子（如电子、中子、质子）去激发受测

器物的胎、釉，使其发出X射线能谱，再从谱线分析出

各种主量、次量以及微量元素的含量，然后把它们与

取自同样窑口遗址的标准样本的元素含量作比较。如

果两者相符，就可确认被测器物的窑口与年代就是标

准样本的窑口和年代；否则，受测器物的窑口和年代

就不能确定。所以元素成分分析法与“目鉴”一样，

也是一种比较断代、断源（窑口）的鉴定方法。

不难理解，用成分分析法鉴定古陶瓷，除了设备

和技术方面的因素外，鉴定结论的正确与否，完全取

决于所采集的窑址的标准件，以及用大量的标准件建

立起来的庞大数据库。但是，除了少数官窑和一些著

名的民窑外，标准件的采集与选定是非常困难的。这

是因为，在中国的古陶瓷历史中，同一窑系跨越的地

域是十分广阔的（例如磁州窑，就是以河北磁州观台

为中心，包括河南的鹤壁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扒

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的介休窑、霍县窑，山东的

淄博窑，江西吉安的吉州窑，以及福建泉州窑、四川

广元窑等在内的庞大窑系），同一窑系不同产地的胎

土和瓷釉的化学成分也有很大区别。一个完整的、可

信赖的标本数据库，就应该采集到所有窑口或窑系历

朝历代、不同地方所烧制的所有产品的样本。要做到

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窑口早已湮没，

或者被叠压，再也没有采到样本的可能。而在某一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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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或窑系完整、准确的数据库建立起来之前，元素成

分分析法鉴定的可靠性、准确性就很难令人信服。

2．热释光分析法（也称热释光测年法）

热释光现象在300多年以前就已经被发现，1960年

国外首次报道了古陶瓷的热释光现象。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热释光断代已经在考古学和陶瓷的年代鉴定等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热释光断代不需要依靠标准器进行比较，所以它

是一种绝对断代的方法。因为陶瓷的胎和釉中含有各

种各样的矿物晶体，如石英、长石、方解石等，其中

石英晶体含量最大，同时又具有最强的热释光效应。

这些晶体长期存在于自然界中，会不断地吸收和积累

宇宙中各种放射性物质的射线所给予的能量。而这些

能量在陶瓷烧制的窑炉内，经过900～1300℃的高温

后，会全部释放掉，各种结晶体中的能量便归于零。

就像是把“热释光时钟”重新拨归为零；但是，从陶

瓷器物烧成之日起，该陶瓷器又将重新开始吸收并积

累能量，相当于“热释光时钟”重新开始运转。能量

积累的多少与其烧成后存放的时间是成正比的。热释

光测年的方法，就是通过测量陶瓷器物中所积累的辐

射能量，然后计算出该器物烧成后距离现在的时间。

热释光测年法作为一种绝对断代的科学检测方

法，具有一定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

克服的弊端。首先，它要求在被鉴器物上钻孔取样才

能进行检测，这对许多珍贵文物来说，是绝对不能允

许的；其次，检测费用太高，非一般收藏爱好者所能

承受。不仅如此，近些年来，人们对热释光测年法的

准确性也提出了广泛的质疑。仅选择几点加以说明：

①热释光测年法，对低温陶瓷的检测比较可靠，

而对高温瓷器则无法检测或无法准确检测。因为热释

光测年法主要通过检测取样中石英、长石晶体吸收和

释放能量的情况而达到目的。低温陶瓷烧制温度低，

所含石英、长石晶体保存较好，热释光取样可得到

充足含量的石英、长石晶体，因而可检性高。而经过

1300℃以上的高温烧制出的瓷器则不同，石英晶体已

经被高温熔化而受到破坏，所取样品会发生石英晶体

不足的情况，因此也就无法检测或无法准确检测出古

陶瓷生产的年代。

②热释光无法掌握和利用各地地质元素严重不同

的事实，所以对不明出土地点的陶瓷器（民间收藏者

所收藏的古陶瓷器基本都是不明出土地点的器物），

在国际上都采用所谓“平均值”的方式，强行计量。

这种不掌握实际情况的强行计量方法与直接掌握出土

环境条件的测量计算大相径庭，经常发生严重误差，

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③热释光测试的αβγ射线的计量，是以地面上

的传世品为标准计量，其中穿透力最强的γ射线对地

表的穿透力是30厘米，这对地面上的传世品是适用

的。但是，出土器物只有极少数是埋在靠近地表30厘

米以上，多数是埋在100厘米甚至数百厘米以下，穿透

力最强的γ射线也难以达到其深度，能量的储存和测

量时的释放必然极少。热释光测量时，常常把这些深

埋地下的出土器物，判定为50年以内的新产品，也就

带有必然性。

④热释光检测人员无法考虑到瓷器烧成以后有第

二次受热的可能性，加之目前还不能掌握在受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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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高温后，在多长时间内会释放多少能量，测试

结果会减少多少年。因此，凡是曾经高温蒸煮清洗或

有其他方式受热的瓷器，热释光测试均不准确，有的

减少年份，甚至在测试古老的器物时却得出50年以内

新物的错误结论。而瓷器出土后经高温浸泡清洗，或

受到某种射线照射的情况，在民间是常有的事。所

以，用热释光分析法给古陶瓷断代，其准确度要受到

诸多条件的限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三、物质自然老化痕迹的微观鉴定

微痕鉴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要是通过对事件发生

后的内在或外在的痕迹表现，推论出导致这些痕迹发

生的原因或过程。痕迹学是对时间的反向指证，它同

“与时间有关的所有信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微痕

鉴定是研究过程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而发生信息传递、交换的规律和特点，以及研究和破

译这些信息。微痕鉴定发展到今天，已经广泛应用于

侦查、文物考古、古陶瓷鉴定等多个领域。

陶瓷是由不同的晶相、玻璃相、气相等组成的复

合体，它们的显微结构特征都要受到陶瓷的化学成

分、晶体结构以及工艺过程等因素的影响。显微结构

中包括主晶的含量、形态、大小，主晶相间的排列关

系，主晶相与非主晶相的相互关系，晶相与其他矿物

间的关系等。有鉴于此，现代科技便采用显微结构技

术对古陶瓷进行研究和鉴定。显微结构分析技术就是

利用光学系统或电子光学系统的设备，观察肉眼所不

能分辨的微小物体形态结构及其特征的技术。

在古陶瓷的显微结构研究中，对其胎、釉尤其是

中间层的晶相结构分析已成为常用的研究手段。针对

古陶瓷这种复合多相材料而言，光学显微镜是一种非

常实用的结构分析方法。通常情况下，在古陶瓷的

胎、釉显微结构观察中，一般可观察到瓷胎中的主要

物相为石英、长石、云母、莫来石、铁钛矿物和少量

的其他矿物，还有少量的玻璃相。在釉中，除了大部

分的玻璃相外，通常还有少量的残留石英、气泡，而

在某些种类的古陶瓷釉中还存在一些析晶（如铁的氧

化物析晶、钙长石析晶等）。根据这些显微结构观察

的结果进而可对古陶瓷的胎釉配方、原料种类、原料

处理，尤其是烧结状态等进行验证分析。例如，胎中

莫来石晶体的大量出现就意味着烧成温度较高，而胎

中玻璃相的出现也是胎体烧结的重要条件。

实际上，物质老化痕迹的微观鉴定是传统经验鉴

定的延伸和发展，是在借助传统鉴定在判断古陶瓷的

器形、纹饰、款识、价值等社会属性方面有显著优势

的基础上，探索古陶瓷的内部，研究其内部的变化规

律，和传统经验优势互补，使传统经验鉴定插上科学

技术的翅膀，更好地为研究、鉴定、保护、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古陶瓷服务。

本文刊于《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4年4月刊，作者：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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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陶瓷鉴定领域所称的“人证”鉴定其实就是

指传统的经验鉴定，是指鉴定者在长期的鉴定实践

中，依据个人所积累的经验，通过眼看、手摸、耳

听、鼻闻等感觉器官，对器物进行鉴别（图1）。也就

是俗称的“眼学”，又叫“目鉴”。

传统经验鉴定作为一门科学，通过采用排比类

推、标型学、考证学等方法，找出被鉴器物在器形、

釉色、纹饰、款识等方面，与“标准器物”之间的相

同点和不同点，由此推论出被鉴器物的真赝。其优势

主要表现在：快捷、方便，能够对古陶瓷的社会属性

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而推定出被鉴器物的生产时

代、窑口及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

价值。这种鉴定方法是不可偏废的，也是任何先进的

科学仪器所无法替代的。

但由于鉴定者天生存在的局限性、后天的差异

性，传统经验鉴定也必然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对古陶瓷的真伪难以做出准确的认知与判断；又由于

古陶瓷生产跨越的时间长、地域广、种类繁多、数量

巨大、储存环境十分复杂，任何鉴定者的知识都无法

周延全部客体；还因为鉴定者个体之间的经历、阅

历、智力等存在着差异，对所有被鉴器物不可能做到

准确无误地判定，难以对同一器物的认知达成共识，

形成统一的标准，甚至有的时候发生同一件器物在不

同的时间由同一个鉴定者鉴定却得出不同结论的让人

无所适从的事情。20世纪的“北魏陶俑”事件、“越

王剑”事件，21世纪的“长沙壶王”事件、“汉玉

凳”“金缕玉衣”事件等诸多令人心碎的例子，充分

说明了“目视+手感+经验=判断”传统鉴定方法的不

浅谈古陶瓷鉴定领域的“人证”与“物证”

图1  通过传统方法鉴定器物 图2  利用仪器鉴定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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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这也是对我们五千年文明的不认真和不

负责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目

视+手感+经验=判断”传统鉴定方法采取的是

“人证”，而“人证”的多变的不确定因素、人

为因素就决定了其结论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由于科技鉴定不会渗入人为的错误

因素，科技的测试方法已被应用于古陶瓷的鉴定

上。其中热释光技术更是被普遍承认，而且是能

够提供断代鉴定的相对科学的方法之一，海内外

各大著名拍卖行都采用热释光测试数据作为分辨

真伪的论据。但此方法已被作伪者破解。近年来

这方面的案例不少，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对所作伪品加X光辐照，用以冒充自然辐射的反

应；另一类是在伪品原料中加入添加剂，以加强

瓷土对自然辐射的反应。不少这类新高科技伪古

瓷器已流入市场。据统计，其中有相当部分伪品

竟成功通过某些实验室的热释光测试，形成真伪

难分的局面。客观地说，热释光方法如果运用得

当，是可以分辨出器物是否受过外来辐射（如X

光），或者是器物瓷土中是否有添加剂（有异常

的辐射反应）。热释光技术的决定性因素是精确

地量度瓷土中的辐射活性，但是瓷土中的辐射活

性非常微弱，精确地去量度有一定的难度，而且

费时。因此，有些实验室并没有进行实际量度，

而用一个假定的活性数据，结果是使热释光测试

结果有很大误差（500～1000年），从而令高科

技伪品能蒙骗过关，导致投资及考古研究上的重

大损失。另外，使用这种检测方法，必须对被测

物体进行损伤性取样，这对珍贵文物来说，是绝

对不能允许的。

另外，现在还有元素定性定量测定法，但其

也存在不足。原因是物品是由一定质量和数量的

化学元素组成的，古代各窑口多是依托当地资源

进行生产，原材料的化学组成互不相同，工艺也

都各具特征，各古窑生产的陶瓷器化学元素的组

图4  微观图片2

图5  微观图片3

图3  微观图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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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较大差别，生产的年份又跨度非常大，从业的人

员又多，我们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建成一个数据很全

的数据库。如果作伪者使用的原料及烧成工艺与古代

窑口一样，且当地环境未被污染，那么其仿品的微量

化学元素就会与这一古窑真品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元素鉴定方法就会真伪难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处在不

停的运动之中，没有不运动的物质；凡物质都永远在

不断地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我们能明显感受到

的物质变化是如此，不易察觉的物质变化也是如此，

运动是一切物质真实的、内在的根本属性。

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如物质的分子、原子、

电子、离子的运动都会留下痕迹。什么叫“痕迹”？

痕迹就是“事物留下的印记、迹象”（上海辞书出版

社1989年版《辞海》）。

构成古陶瓷的各种物质，在不停地运动着；古陶

瓷储存环境中的一切物质也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

它们各自的运动以及在运动中的相互作用，都会留下

印记、迹象。也就是说，存在于古陶瓷之上的这些痕

迹，是古陶瓷烧成以后其内部各种物质在不断运动

中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长时间处在地下、水中、地

上，长期地、不间断地、缓慢地受到周围环境中各种

物质（诸如光、温、水、酸、碱、盐、硫化物、氟化

物等）的侵害、腐蚀，留下的岁月沧桑、历史印记。

留在古陶瓷上的这些痕迹，一般是人的肉眼所看不见

的，必须借助放大镜或显微镜才能清晰地观察到，所

以我们把它们称作“微痕”，或“微观痕迹”，也有

人把它们叫做古陶瓷的“自然老化痕迹”。古陶瓷的

微观痕迹，是古陶瓷物质运动过程中带有普遍性、共

同性、本质性的内部联系，是构成古陶瓷物质本身的

运动和周围环境中各种物质运动，在相互作用下的必

然结果，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仿制、做旧）都无法

做到的。正确认识和熟练掌握古陶瓷微观痕迹及其特

征（图2～图8），对于我们科学、准确地鉴定古陶瓷

的真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陶瓷微观痕迹的产生，首先决定于器物本身各

种物质的化学稳定性和物理属性，这是内因；同时，

还要受外因方面的影响。历史上的古陶瓷生产出来以

后，都会分别处在以下三种环境之中：一是地下，二

是水中，三是地上。地下环境包括窑址、遗址、窖

藏、墓葬；水中的古陶瓷，有被地下水与河水、湖

水、海水的浸泡之分；地上的古陶瓷，有民间传世与

宫廷传世之别。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发

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

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通

过外因的变化而起作用。古陶瓷的微观痕迹，是古陶

图6  微观图片4 图7  微观图片5 图8  微观图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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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本身的物质运动与存在于古陶瓷周围的各种物质的

不断运动、相互作用才得以产生的。

虽然古陶瓷所处的环境不同，但它们无论如何都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周围自然环境对它们的影响，留下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印记。

处于地下状态的古陶瓷，必然会受到地下泥土、

水分中各种微量矿物质以及微量有害气体的影响。古

陶瓷的釉面，从微观上看仍然存在着很多孔隙与裂

纹，只不过我们若不借助放大镜或显微镜，观察不到

而已；古陶瓷的胎体也较为粗糙，气孔较多。釉面、

胎体对周围的变化非常敏感，周围的湿度大，釉面的

孔隙、裂纹以及胎体的气孔就吸收水分；周围的湿度

小，釉面的孔隙、裂纹以及胎体的气孔又释放水分，

如此周而复始地、毫不间断地做着平衡水分的运动。

地下水含有可溶性盐类及其他物质，水分带着这些物

质在古陶瓷釉面和胎体的孔隙内不断地渗进与排出。

渗入胎釉内的盐类物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会

破坏胎釉颗粒间的连接，造成孔隙、气孔的扩张；当

温度、湿度降低时，盐类又会结晶，因结晶产生的挤

压力，又会使胎釉的组织结构受到破坏。遗址、窑

址、墓葬的土层都人为地被翻动过，雨水会经过土壤

的渗透，携带着可溶解物质和胶体固态物质渗透到地

下古陶瓷的周围，其中泥土的微粒会发生沉积，逐渐

将陶瓷器包裹。地下水和泥土中所含的具有不同化学

性质的物质，会与陶瓷器的胎釉发生化学反应，从而

生成新的物质。新物质因结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从胎釉表面显露呈像，有的则与母体分离，从而形

成痕迹。

处于江、河、湖、海之中的古陶瓷，也多被泥土

及沙砾掩埋。泥土和沙砾中多含盐碱等各类化学物

质，一些物质对陶瓷器胎釉表面会直接产生腐蚀。海

水的化学成分虽然比较稳定，但水中的盐碱等各类化

学物质的含量不是绝对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洋流、潮

汐、海水湍流等混合因素影响，经常发生变化。江、

河、湖泊因季节不同，降雨量不同，雨水会使水质发

生改变。水的化学成分的变化，会引起古陶瓷胎釉表

面某些化学反应出现阶段性的强弱变化。水中古陶瓷

的化学变化原理与地下的古陶瓷大同小异，其微观痕

迹的特征与地下同类古陶瓷生成的微观痕迹特征也是

大体相同的。

传世的器物在地面上长时间与大气接触，同样会

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留下老化的痕迹。大气中有二氧

化硫、三氧化硫、硫化氢、硫酸等硫化物。其中二氧

化硫为一次污染物，其余的均是由二氧化硫转化形成

的二次污染物。二氧化硫在大气中通过光化学氧化、

均相氧化以及多相催化氧化等方式，最终转变成硫酸

或硫酸盐，通过干湿沉降的形式降落到地面。大气中

还含有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最终会被氧化而转化成硝

酸和硝酸盐颗粒，也会通过干湿沉降的形式降落到地

面。大气中还含有氯化物和氟化物，氯化物遇水经化

学反应会形成兼具酸性和氧化性的物质；氟化氢遇水

会形成氢氟酸气溶胶，降水同样会把这些氯、氟污染

物带到地面。此外，大气中还含有化学组成十分复杂

的气溶胶粒子和其他微量元素粒子数十种。上述某些

化学物质对陶瓷器的釉面、胎体也会产生化学腐蚀作

用，从而产生类似出土器的某些微观痕迹。但是，因

地面较为干燥，胎釉与空气中所含水分及污染物的化

学反应，远不如地下或水下状态的陶瓷器反应强烈，

所以呈现出的微观痕迹的特征一般都比较轻微。大家

都十分清楚，除了氢氟酸能够对陶瓷器物的釉起到直

接的、剧烈的腐蚀作用外，一般的浓酸（如硫酸、盐

酸、硝酸等）并不会直接与釉发生反应，只有在水的

作用下（也就是在稀释状态下），方可对陶瓷器物的

釉起到腐蚀作用。

总之，无论古陶瓷器处在什么环境下，都必然要

与周围环境中的水、酸、碱、盐等物质发生化学反

应，产生或轻或重、或多或少被腐蚀的微观痕迹。而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力不可为的痕迹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鉴定“物证”！

本文刊于《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3年5月刊，作者：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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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瓷器的研究和鉴定，就是破译古瓷器承载的历史信息密码。有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陶瓷器是由多种化学元素化合而

成，而化学元素的核外电子总是时刻处于运动之中，有运动就有变化。瓷器的分子结构受到外界各种化学元素、磁场、力等因

素的影响后，瓷器内部的化学元素就会与外来元素发生化学反应，瓷器胎釉的分子结构就会不断改变。罩在瓷器外围的化学成

分引起瓷器内在的分子结构改变，从而使瓷器胎釉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也是瓷器最本质的变化。瓷器的胎釉不断进行内部结构

调整的过程，就是瓷器从新生走向老化、衰亡的过程。

古瓷器的釉质和胎骨的化学元素在自然环境中，

经过漫长时间发生化学反应而形成的具有历史变化层

次感的物理状态、特征以及胎釉同步老化后，自然表

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古朴气息是高仿大师无法仿造

的。出土瓷器的胎骨和釉体在老化过程中，由于受到

外界温度、湿度、电波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器物的

分子结构在外来元素影响下，发生电子吸引或逃逸的

运动变化，产生了新的化合物。新产生的化合物要在

物体内得到合理的安置，物体就会自动而缓慢地进行

有序的内部结构调整，以使物体得到相对稳定的结

构。

我们通过高倍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可以清楚地看到

古瓷器的釉层上会生长出各种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水

土沁斑和呈晶莹半透状的白色、灰白色或者白中泛黄

的土锈花结晶（图1～图5）。这些土锈花结晶呈不

规则细小斑点或者斑块。有些釉面上会产生半透明微

细晶粒组成的烟雾状、流云状、圆圈状等多种形态、

多种颜色的结晶斑。釉层内部也生成有乳白色或黄白

色的絮花状粉化斑，或者是透明的聚生水晶状、雪花

状、玻璃碴状等各种形态的结晶体。有些结晶体表现

为极细极短的“毫毛”状或短纤维状，类似于磁铁吸

附的细毫状铁末。这些有着独立形态的结晶体就是化

学成分在漫长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按照“物以类聚”

的自然法则进行有序排列的结果。瓷器自然表现出来

的胎釉老化特征与人为的伪造结晶有着明显的差别。

伪造的结晶形态单一，几乎都是如同霜状的银白色结

晶，而且几乎都在釉体的浅表层或者在开片纹处，有

些在釉面微有磨损处形成的灰白色条块状类似于自然

土碱，但都有明显的人为痕迹。自然老化是物体内在

瓷器微观鉴定之我见

图1  显微镜下釉面土碱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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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显微镜下釉面

图3  显微镜下釉面的蛤蛎光

律海明论文选
—古陶瓷鉴定微观痕迹研究

0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