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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枟中国名瓷工艺基础枠终于再版了 。该书自 １９８５年出版以来已经过了 ２８个年头了 ，２８

年来 ，我们国家的发展可用日新月异 、旧貌换新颜来形容 。中国古陶瓷的考古发掘 、工艺技

术的科学研究成果累累 ，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学术研究观点产生 。然而重读枟中国名瓷工

艺基础枠恰没有一点过时的味道 ，相反 ，在许多方面 ，作者独具慧眼的观点给当今学术界深入

研究的启示仍具有现实意义 。过去 ，该书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经典专业参考书 ，是从事陶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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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陶瓷闻名世界 。瓷器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 。唐 、宋时期瓷器的生产在质量和

规模上均得到很大发展 ，并取得了光辉成就 。元 、明 、清时期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技术和艺

术高度 ，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和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陶瓷内容十分丰富 ，仅名窑所

产瓷器品种已不下几百种 。本书仅就驰名中外的名瓷品种作为代表加以系统叙述 ，即从传

统用原料 、成形和烧成工艺及各名瓷品种 ，诸如越窑 、龙泉窑 、官窑 、汝窑和耀州窑青瓷 ；邢

窑 、定窑 、德化窑 、磁州窑和景德镇窑白瓷 ；唐三彩 、宋 、辽三彩 、素三彩以及其他低温色釉陶

瓷 ；祭红 、郎窑红 、钧红和桃花片等铜红釉瓷及油滴 、兔毫等天目黑釉 ；长沙窑和磁州窑釉下

彩及著名的青花和釉里红釉下彩 ；五彩 、粉彩和珐琅彩釉上彩等 ，一一进行介绍 。

为了从科学技术角度系统而扼要地将各名窑瓷器进行总结和论述 ，我们结合以往对中

国古代名窑瓷器研究工作的经验 ，写成了本书 ，向读者介绍有关名瓷方面的工艺基础知识 ，

希望能达到引导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古瓷的本质 ，熟悉和掌握陶瓷工艺的基本内容的目的 ，以

期读者借助这些知识有所裨益 。

本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陶瓷技术发展历史概况 、传统陶瓷器的基本概念和

分类等 ；第二章论述了南 、北方传统瓷器制作用的典型原料 ；第三章概述了传统名瓷的塑性

成形方法和装饰技艺 ；第四章介绍了陶瓷窑炉结构的发展和瓷器装烧技术 ；第五至八章分别

叙述了历代南北方白瓷 、青瓷和高 、低温色釉瓷的发展 、胎釉组成 、显微结构等特征 ；第九 、十

章分别叙述了传统陶瓷釉下彩和釉上彩及其彩料的组成和制作工艺 。本书第一 、二 、三 、五 、

九章由郭演仪执笔写成 ；第四 、六 、七 、八 、十章由李国桢执笔写成 。尽管中国名瓷属传统陶

瓷的一部分 ，但内容相当广泛 。限于作者水平 ，错误和不妥之处和挂一漏万之弊在所难免 ，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李国桢 　郭演仪

１９８５年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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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INTRODUCTION

一 、中国陶瓷技术发展的简要回顾

陶瓷是人类综合利用岩石 、黏土矿物及各种天然资源和火创造性地合成人工材料所取

得的最古老的技术成果 。它的发展与人类历史有极为密切而久远的关系 。特别是瓷器的发

明及其技术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几乎成为社会发展中文化艺术和

技术进步的重要时代标志 。

在我国 ，陶器的出现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 。早期阶段 ，人类在原料的探寻和使用上缺乏

经验 ，在火的使用技术上尚属原始状态 ，不够成熟 ，所制陶器多质粗松软 。随着实际经验的

不断积累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陶器的种类已逐渐增多 ，从泥质和夹砂红陶发展到灰

陶 、黑陶 、夹砂黑陶 、彩陶和白陶 。此外 ，为装饰和提高质量 ，又创造了白色和红色陶衣以及

用 Fe２O３ 和 MnO２ 着色的黑 、红色彩料 。在成形和加工技术上 ，同时开创了轮制 、模制 、表

面磨光 、薄胎成形以及拍印纹饰等工艺方法 。除窑的构造不断改进外 ，在原料方面也发展了

更多的选料和加工处理工艺 。从化学成分的分析和矿物晶相组织的观察结果可以推断 ，无

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 ，所有红陶 、灰陶 、黑陶或彩陶都是采用不同地区 、不同地质矿床

的易熔黏土制陶 。这类黏土的成分变化很大 ，但大都含有较高的氧化铁和氧化钙 。例如 ，泥

灰岩质黏土 ，其中一半以上是非黏土矿物 ，如铁 、钛的氧化物或硫化物 ，钙 、镁的碳酸盐和不

定量的石英颗粒等 。其黏土矿物成分大多为晶体发育不完整的歪晶高岭石 、水云母和绿泥

石等 。各地区所制陶器中含硅 、铁 、钙质的多寡主要取决于所取当地黏土原料中所含矿物组

成 。这类黏土在高温下烧后的颜色主要取决于所含氧化铁的情况 ，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后 ，陶

器常产生由红到黄的颜色 ，氧化铝和氧化钙 、镁等成分对铁的着色有一定的影响 ；在还原性

气氛和高温下 ，由于 Fe２O３ 还原为 Fe３O４ ，也会影响其着色 。由此可见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

存 、仰韶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遗存中主要是红色陶器 ，都是与原始的烧成条件比较简陋有

关 。在烧成时 ，大量空气混入形成强氧化焰 ，加之原料中所含 Al２O３ 较低 ，助熔剂量高 ，对

陶器红色的色度也有明显影响 。龙山文化以后 ，大部分陶器遗存以灰色为主 ，这说明当时烧

成的陶窑已经有了某些改进 ，窑中空气的进入量受到了节制 ，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还原焰 ，甚

至有时燃料燃烧很不完全 ，使陶器的表面和内部吸碳而形成灰陶和黑陶 。龙山文化晚期的

白陶遗存表明 ，那时已经开始利用低铁高铝的黏土制作陶器 。这种黏土在我国北方分布很

广 ，即为各地俗称的“坩土” 、“碱石”等黏土原料 。实际上 ，这是一种含高岭石族黏土矿物成

分较高的沉积黏土 ，多数与煤层结合伴生在一起 。白陶的制作说明 ，当时在原料选择和使用

上已不断开发了新的途径 。白陶在胎的组成上也有不少改善 ，如为了提高耐热急变性能 ，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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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羼和砂粒和炭屑的方法 。新石器时代在陶器成形技术上也有很大改进 ，逐渐由手工成

形过渡到轮制 、模制成形 。为了提高质量和增加美观 ，发展了白色陶衣和红色陶衣以及黑色

和红色颜料 ，表面磨光和毛笔彩绘 、印纹等装饰技术 ；同时也发展了简单的雕塑技术 。可见 ，

新石器时代的制陶术是从选择原料出发 ，到综合地改善成形 、装饰 、烧成等各个工序而不断

进步的 。新石器时代陶瓷制作的演变和系统的概貌示于图 １‐１ ，从图中可以粗略地看出其

发展情况 。

图 1‐1 　新石器时代陶瓷制作的演变和系统概貌

到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 ，红陶的制作已大为减少 ，除大量制作灰 、黑陶器外 ，白陶的数量

逐渐增多 。由于窑炉结构大为改进 ，已形成雏形的馒头窑 ，烧成技术和烧成温度都有所提

高 。随着采寻原料的范围逐步扩大 ，使得北方利用高铝低铁质黏土（坩土）制作白陶的面越

来越广 ；同时 ，由于北方坩土的组成范围变化很大 ，有些含熔剂量高的黏土在较高的温度下

中国名瓷工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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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烧成表面稍亮和较为致密的陶器 ，即烧制成印纹硬陶 。江南地区的黏土和瓷石原料一般

含硅和熔剂量亦较高 ，在适当高温下可致密烧结 ，故也出现了印纹硬陶的制作和生产 。因此

商周时代的灰陶生产有逐渐减少的倾向 。南方瓷石分布甚广 ，当时采料多在矿的表层和山

脚下 ，常混有易熔高铁质黏土 ，故 Fe２O３ 含量在 ２％ 以上 ，如此选用的原料制作印纹硬陶还

是比较方便的 。印纹硬陶的铁含量高 ，表面氧化烧成后呈现红 、褐等颜色的着色 。商 、周时

期还出现了高钙质青釉 ，这种釉主要是利用草木灰作为含 CaO 的原料 ，与瓷石配在一起烧

成的 。浙江地区初期青釉的 CaO 含量很高 ，初步估计 ，如果用含 CaO４０％ 的草木灰配釉 ，草

木灰的用量为 ４０％ ～ ５０％ 。商周时期灰陶的发明和探寻利用瓷石制胎配釉 ，为以后青釉瓷

器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只是由于商周时期烧成技术还差 ，还不能

使烧成温度达到 １２００ ℃以上 ，否则也会使瓷胎致密烧结而制得质量较好的瓷器 ，因此 ，商 、

周烧制的高质量青釉陶器被称为“原始瓷器” 。尽管这个名词不够科学和严格 ，但仍表明这

一时期的制品已向瓷器的起始标准逐渐靠近 。

夏商周时期 ，建筑业和冶铸铜工艺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陶瓷生产也适应这两方面的应

用作为一种新兴手工业而发展起来 ，如制造板瓦 、筒瓦 、陶水管 、陶质坩涡 、陶范与陶模等 。

这类陶器的生产和使用对当时建筑和冶铜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有着很大促进 。

至秦汉 ，由于大量兴建的需要 ，砖瓦等建筑陶器大量烧造 。在陶器的成形 、雕塑和烧成

等技术上已非常发达 ，秦始皇陵俑坑的发掘充分证明了这点 。大批类同真人真马的精制陶

俑 、陶马都完美无缺地烧造成功 ，这是我国制陶工艺史上的辉煌成就 。汉代 ，创造了铅质低

温釉 ，主要是以 CuO作为着色剂的绿色铅釉 ，其成分为以 PbO 、SiO２ 为基的低熔点玻璃 ，这

种釉在当时曾获得很大发展 ，用于制作丧葬的各种明器 。至东汉晚期 ，浙江地区在继承以前

制陶工艺的基础上 ，提高了烧成技术 ，使烧成温度达到近 １３００ ℃ ，成功地烧造出了质量高的

青釉瓷器［２ ～ ３］
。从青瓷胎 、釉的化学成分看 ，它是以瓷石原料制胎 ；以草木灰与瓷石混合制

釉 ，在 １２６０ ℃下即可致密烧结 ，显气孔率为 ０ ．１％ ～ ０ ．２％ ，釉面光润平滑 ，胎 、釉结合牢固 。

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瓷不要求白度和透光度指标 ，因此 ，东汉青瓷可说是达到了瓷器的一般标

准 。东汉晚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陶瓷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也是对世界文明的

巨大贡献 。这也是以后越窑青瓷闻名于世的开端 ，浙江越窑瓷区在烧制青瓷的同时也烧制

少量黑釉瓷器 ，其瓷胎成分与青瓷相近 ，釉则是高铁（含 ４％ ～ ５％ Fe２O３ ）高钙质釉 。东汉晚

期 ，浙江窑区已普遍使用脚踏碓和水碓 ，当时多利用水碓粉碎瓷石原料并加以淘洗 。从发掘

实物看 ，在瓷器成形方面 ，东汉时期将带釉的起轴承作用的轴顶碗在陶车上使用 ，以改进陶

车的速度和频率 ；施釉技术上也改进为浸釉 ；烧成上除能达到高温以外 ，还可控制还原焰的

强弱和升降温速率以控制青瓷的质量 。这说明 ，东汉晚期青瓷的出现和成功 ，是各方面技术

上的突破和提高的结果 ，从此 ，它为越窑青瓷形成体系和完善打定了基础 。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 ，浙江地区继续发展青瓷业 ，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 ，瓷器质量最高 ，形

成了体系 。胎多呈灰色 ；釉呈淡灰青色 ，少数为青黄色 。这种类型的胎 、釉生产一直延续至

唐 、五代 ，在成分和胎 、釉质地上均无多大变化 ，烧成温度波动在 １２００ ～ １２７０ ℃ ，个别达

１３００ ℃ 。在原料使用上也大致相近 ，都是用各瓷区当地的瓷石作为主要制瓷原料 。尽管制

作青瓷的历史延续了几百年 ，但从地质变化上看时间还是短暂的 ，因而不同时期和不同产地

所用瓷石在成分上的差别并不十分显著 。德清窑是兼烧黑瓷和青瓷的窑区 ，从化学成分看 ，

黑瓷胎中含铁量高（约 ３％ Fe２O３ ） ，含钛量约 １％ ，与西晋青瓷胎相仿 ，胎中引入了少量紫金

第一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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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含铁质高的黏土） 。为满足制作黑釉的着色要求 ，釉中亦引入紫金土使含 Fe２O３ 约达

８％ 。长江中上游的四川 、湖南 、湖北和江西等地从三国或晋代已开始烧造瓷器 ，但质量还很

差 ，都不及浙江越窑产品 。江西丰城罗湖地区发现的南朝至隋唐的瓷窑区 ，就是以后洪州窑

的所在地 ，所烧瓷器的瓷胎灰白 ，釉色以青黄 、米黄为主 ，少数呈豆青色 ，釉层易剥落 ，质量亦

差 。在此期间 ，江南制瓷工艺上的一大改进是婺州窑首先采用化妆土 ，使粗劣胎质得到覆

盖 ，以扩大使用原料的范围 。施釉技术上普遍采用浸釉法 ，成形上除采用轮制之外 ，还进一

步发展了模印 、雕刻等工艺装饰方法 。在龙窑的结构和烧成技术上都相应有了改进 。

北朝时期 ，山东淄博为北方重要青瓷产地 ，胎灰白 ，釉色青黄不一 ，釉层常有剥落 ，质量

尚差 。据推测 ，北方青瓷的烧造中心可能在河南 、河北一带 ，从河北和河南的发掘和隋代后

期青瓷窑址的发现都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青瓷的质量方面总不及南方越窑青瓷 。景县

封氏墓出土青瓷胎的化学成分为低硅高铝质瓷胎 ，与北方所产坩土的成分很相近 。北朝时

期 ，北方开始利用高铁质黏土配以钙质原料 ，如方解石制成黑釉 。北魏以后 ，北方的铅釉陶

器大为振兴 ，铅釉以黄 、绿 、褐三色并用和采用加彩的装饰方法 。河南 、山东和山西等地的墓

葬中都曾发现有北朝的精美铅釉陶器 ，这为著名的唐三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北朝时期 ，已经孕育着白瓷制作和开发的萌芽 ，首要的条件是找到和使用含铁量低的适

于制作白瓷的黏土原料 ，这类低铁原料是无法用淘洗加工含铁量高的黏土和瓷石的方法得

到的 ，因为不论南方的瓷石还是北方的坩土 ，其含铁量随产地的变化波动很大 ，如果瓷石中

的绢云母或黏土中的高岭石晶格中铁离子置换较多 ，淘洗后精泥中铁含量反而会高于原矿 。

到了隋代 ，除继续烧造和发展青瓷外 ，根据考古发掘证明 ，已开始制作胎质较白 、釉面光润的

白瓷 ，即这时已找到和使用了含铁量甚低的制瓷原料 。

唐 、五代时期文化发达 ，经济繁荣 ，陶瓷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陶瓷品种有了许多创

新 ，并开始向国外输出 ，赢得了世界的赞扬 。唐代以青瓷 、白瓷和三彩陶器最为著名 ，形成了

南青北白的局面 。南方以浙江为中心 ，以制造越窑青瓷为主 。晚唐 、五代越窑青瓷的质量有

显著提高 。此外 ，尚有瓯窑 、洪州窑和长沙窑等著名瓷窑区 。长沙窑釉下彩的发明和河南巩

县窑开始制作釉下彩青花瓷 ，也是我国陶瓷技术上标志彩绘技术和装饰进步的一项重要成

就 ，对后来彩饰的发展影响很大 。河北 、河南为中心制造的白瓷和三彩陶器 ，其中著名的有

邢窑 、定窑 、巩县窑和铜川窑 。唐代在继承了隋代白瓷工艺的基础上达到了成熟 ，烧造地十

分普遍 。此外 ，蓝釉 、黑釉 、花釉的制作和绞胎瓷工艺技术的开创都为唐代陶瓷工艺技术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方制作白瓷最早在五代 ，有景德镇窑区的杨梅亭 、石虎湾和黄泥头等

处 ，尤以杨梅亭白瓷的质量较高 。这对宋代以后景德镇影青和卵白瓷 ，以及元代以后白瓷的

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

宋代陶瓷业发展十分迅速 ，由于技术上的改进和创新 ，质量的提高 ，生产量的剧增和生

产上的细致分工和管理 ，各地区技术的相互影响以及出口贸易的促进 ，使宋代南 、北方瓷窑

的发展形成了体系 。北方有定窑系 、钧窑系 、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 ；南方则有龙泉窑系和景

德镇窑系 。各窑系中 ，由于竞争和专为宫廷烧造的结果 ，出现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名窑瓷

器 。据记载 ，宋代有柴 、汝 、官 、哥 、钧 、定诸名窑 ，除柴窑之有无尚无定论外 ，其余五大名窑均

有精美瓷器流传于世 。汝窑在今河南临汝县 ，以烧制铁着色的青瓷为主 ，有专为宫廷烧制的

汝官窑青瓷和民用的临汝窑青瓷 。汝官青瓷的釉色为蛋壳青色或淡天青色 ，极不易烧制 ，加

之烧制时间短 ，流传于世的器物特别少 ，特别珍贵 ，故有宋代诸窑以汝窑为首的说法 。临汝

中国名瓷工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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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为艾青色之刻花 、印花青瓷 ，另外尚烧制一部分类似于钧窑的天蓝 、天青和月白色的汝

钧瓷 ，有时带有铜红着色的红色斑点装饰 。据记载 ，官窑则有北宋汴京官窑和南宋官窑 。由

于汴京（今开封）曾为黄河水灾数次淹没 ，遗址深埋地下 ，加之水位很高 ，至今尚无法从发掘

取得证实 ，但从传世实物与汝官窑的施釉支烧方法相同和以河南当地原料可以恢复仿制出

高质量的官窑产品这两点上 ，佐证和支持了汴京官窑存在的说法［４］
。北宋汴京官窑青瓷的

釉色因受汝窑的影响 ，色泽有类似于汝官青瓷釉者 ，底用支钉支烧 。南宋官窑在今杭州 ，有

修内司官窑 ，至今窑址还没找到 ；另有郊坛官窑 ，在今杭州南郊的乌龟山一带 ，窑址已多次被

发掘 。瓷胎薄呈黑色 ，釉厚呈粉青 、浅灰青 、炒米黄等多种色泽 。哥窑不见于记载 ，亦未发现

窑址线索 ，因此属何地烧造尚为悬案待定 。据哥窑之传世品 ，其瓷胎有致密胎和粗砂胎两

类 ，胎色则有黑灰 、深灰 、浅灰和土黄等色调 ；釉呈粉青 、月白 、油灰 、青黄和米黄等各种色泽 ，

釉面呈冰裂纹状 。釉色变化除与含铁量有关外 ，烧成气氛和温度也是影响色调的主要因素 。

冰裂纹的大小则取决于胎 、釉膨胀系数之差异 。钧窑釉呈瑰丽多变的乳光釉 ，其天蓝釉也有

深浅不一的色调 ，由于钧釉中使用了铜作为着色剂 ，在还原焰下烧成钧红釉 ；当混以不同比

例的红 、蓝着色剂和以磷作为乳浊剂时 ，由于釉所产生的不混溶的分相作用 ，形成了葱翠 、茄

皮紫 、猪肝红 、海棠红以及窑变花釉等各种色彩的装饰效果 。定窑在邢窑白瓷的影响下相继

创立了一套独自的制瓷工艺和风格 ，采用刻花 、印花和划花为主的装饰方法 ，开我国白瓷艺

术装饰用刻 、印花技艺之先河 。定窑白瓷釉使用白云石作为熔剂 ，形成了钙‐镁质的透明釉 ，

釉层特别薄 。宋代定窑开创了覆烧的装烧工艺 ，并开始烧氧化焰 ，以定窑特有的乳白和牙白

色而著称于世 。此外 ，富铁着色的黑釉 、酱红色釉和金彩描花以及金 、银 、铜等金属合金镶口

等创造也极为著称 。宋代除以上各大名窑之外 ，耀州窑的刻花青瓷 ，磁州窑的黑釉 、白釉和

釉下黑彩 、褐彩以及剔花 、划花等装饰 ，龙泉窑的梅子青 、粉青瓷器 ，景德镇的影青瓷以及建

窑 、吉州窑烧制的黑色和褐色的各类铁结晶釉 ，诸如兔毫盏 、油滴 、玳瑁和铁锈花 、茶叶末等

都有大量生产 。釉质之精美和装饰花样之丰富反映了宋代瓷业和技术的蓬勃发展 ，技艺精

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在烧造各种色釉彩瓷和白瓷的同时 ，宋代也出现了许多红 、绿 、黄色

的釉上彩 ，即所谓“宋加彩”的新品种 。

元代对手工业的发展有所重视 ，制瓷业在继承宋 、金瓷业传统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和创

新 。北方主要有钧窑 、磁州窑 、霍窑 ；南方则以龙泉窑 、德化窑和景德镇窑为主要窑区 。这些

窑均仍继续烧造传统的瓷器品种 ，在技术上也都应当时的时兴为制作大形制品而努力提高

和改进工艺技术 。例如 ，景德镇开创了瓷石中混加高岭土以防止瓷胎变形的“二元原料”配

方 ，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 ，增宽了瓷器烧成温度范围 ，改善了瓷器的质量和性能 。与此同

时 ，结合大形白瓷的制作 ，使以钴矿着色的青花和以铜着色的釉里红等釉下彩瓷的技术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 。元代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对瓷业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都起了积

极的作用 。

元代以后 ，明代日用陶瓷的生产遍及各地 ，在继承宋 、元代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 ，无论

在技术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发展 。江西景德镇成为当时全国瓷业中心 ，它集中地代表了

明代制瓷技术的高度水平 。在原料的开发和精选加工 ，胎釉配方的改进 ，成形技术 ，施釉方

法以及烧成和彩饰等一系列工艺过程上都有显著的创新和改革 。白度很高的永乐甜白瓷的

烧成表明了当时在探寻和选用低铁原料上下了功夫 ；“半脱胎”和“大龙缸”等的制成 ，说明了

成形和烧成工艺技术已达到的高度水平 。明代景德镇瓷业和制瓷技术所以获得大发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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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是与设置官办御器厂有关 ，因为烧制的瓷器都是专供官用 ，在生产制作上监督管理严

格 ，不惜工本 ，故生产出的瓷器的质量极高 ，青花瓷器的生产就是一个例证 。青花瓷在明代

发展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 。永乐 、宣德青花瓷的质细色浓 ，成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

由于各时期所用着色钴料的不同 ，青花彩色的色调也各异 ，但其质量都是很高的 。明代彩瓷

盛行 ，创造了许多新品种 ，如以釉下青花彩饰为主与釉上彩相结合的斗彩和填彩 ，成化斗彩

在历史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嘉靖 、万历时期的彩瓷则发展到以釉上彩的五彩为主的青花

五彩和纯粹的釉上五彩 。中国的釉上彩是以低温硷质铅玻璃料为基础引入不同着色剂而制

成的色料 。这种色料烧敷在白瓷表面有五彩缤纷和宝石镶嵌的效果 。另外 ，明代景德镇还

发展了许多单色色釉的品种 ，如低温的孔雀绿釉和浇黄釉 ，高温的霁蓝釉和铜红釉等也颇负

盛名 。明代 ，浙江龙泉窑烧造的青瓷质量逐渐下降 ，已变为胎粗釉薄的状况 ，失去了明代以

前龙泉釉的玉质感 。福建德化窑白瓷在技术上有很大发展 ，它具有独特的风格 ，有人们称赞

的“猪油白”“象牙白”的质感 。德化白瓷在瓷质上的特点是 ，它是一种含高钾质的胎和钾 、钙

质釉 ，胎中 K２O的含量十分接近釉 ，都在 ６％ 左右 ，加之含铁量甚低 ，着色很浅 ，致使胎釉给

人以近乎一体的感觉 。胎中所含玻璃相相当高 ，透光度也特别好 ，以德化白瓷雕塑成的人物

和观音像 ，线条细腻 ，轮廓清晰 ，层次分明 ，胎釉通体有透明玉感 ，确有光润明亮 、白如凝脂的

质地美 ，且具素雅的风韵 。江苏的宜兴窑生产的紫砂陶器到了明代也很著名 ，这类紫砂陶器

烧成的致密度很高 ，气孔率一般小于 ２％ ，可算细陶器中是质量很高的一种 。按国外分类标

准 ，可将其归类为“炻器” 。由于我国古代没有“炻器”这一名称 ，故将其归属陶器 。

清代窑场分布较广 ，仍以景德镇为中心 ，它继承了明代制瓷技术的优秀传统 ，并加以发

展和创新 ，使清代初期和中期瓷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峰 。瓷器的种类十分丰富 ，

除明代已有的品种外 ，这一时期创造出了更多的新品种 ，诸如釉上粉彩 、珐琅彩 、墨彩 、乌金

釉 、天蓝釉 、珊瑚红 ，各种高 、低温色釉 ，以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以及仿木 、竹 、铜 、漆器等的瓷

器 。此外 ，对清代以前留传下来的品种也有所发展 ，如从铜红釉发展出了郎窑红 、霁红和豇

豆红 ；同时 ，清代在仿制宋代诸名窑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中仿哥 、仿汝 、仿钧 、仿官等

制品极佳 ，甚至有的质量和精美程度超过前代的制品 。清代后期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由

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制瓷工业

受到严重摧残 ，陶瓷工业处于萧条不振 、日暮途穷的境地 ，传统技术亦逐渐失传 。因为在以

往的封建社会里 ，制瓷技艺一直是一家世代相传 ，严守秘密 ，加上缺乏文字的记载 ，致使许多

宝贵的制瓷经验无法相传 ，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莫大损失 。

新中国成立后 ，陶瓷工业的振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 ，景德镇

瓷区的陶瓷工业首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方面 ，依靠老工人总结传统的制瓷技术和宝贵

经验 ；另一方面 ，组织有关科学研究单位的技术力量 ，致力于传统名瓷的研究 、恢复和发展 ，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 ，对传统名瓷系统地进行了科学总结 。自 ５０年代开始 ，中国科学院冶金

陶瓷研究所组织了以周仁先生为领导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组 ，与轻工业部所属硅酸盐研究所

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合作 ，从景德镇所用典型原料及古瓷标本的研究入手 ，对景德镇瓷器制

作工艺和胎釉质量进行了科学总结和研究 ，使景德镇瓷器恢复到康熙乾隆的历史水平 ，并完

成了当时国家用瓷和礼品瓷的试制任务 ，从而推动了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提高 。 ６０年代初 ，

该研究组归属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又与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

业厅及龙泉瓷厂合作 ，在文物考古部门和瓷区领导部门支持下 ，研究和恢复了龙泉青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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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较大的成就 。解放初期 ，全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有关陶瓷方面的研究所 ，对陶瓷工艺和

美术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此外 ，许多高等学校相应设置了陶瓷系和专业 ，培养了大

批专门人才 ，逐步壮大了陶瓷行业的技术力量 。近年来 ，南 、北方许多古窑址和墓葬在考古

和博物馆部门的发掘下取得了许多实物资料 ，与科学院和各地科学研究单位协作 ，从科学和

工艺技术角度进行了大量古代陶瓷的研究工作 ，这对古代名窑瓷器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极

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由于各名窑瓷区和研究单位的配合和合作 ，各名瓷品种大都已逐渐恢

复 ，在质量上也已接近和达到历史水平 ，如河北省的定窑白瓷 、德化窑白瓷 、龙泉青瓷 ，浙江

仿南宋官窑和开封仿北宋官窑青瓷 ，钧窑和耀州窑瓷器 ，建窑的各类黑釉瓷以及宜兴的紫砂

陶器等 ，均有较高成效 。各地产品在 １９８２年 １１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

际讨论会”上展出时曾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和赞赏 。 １９７８年在浙江召开的“全国古陶瓷

学术会议”和 １９８２年与 １９８５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召开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

会” ，对我国历代各名窑瓷器的深入研究和恢复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系统揭示了我国

古代陶瓷的科学和工艺技术以及艺术和考古等方面的巨大成就 。

二 、中国传统陶瓷的概念和分类

“陶瓷”这个名词从我国陶瓷发展历史看 ，一般包括陶器和瓷器两大类 。胎体没有致密

烧结的黏土和瓷石制品 ，不论有色或白色 ，称为陶器 。经受较高温度 、烧结程度较高者称为

硬陶 ；施釉者称为釉陶 。胎体基本烧结的有色或白色釉质高的黏土和瓷石制品称为瓷器 。

实际上 ，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过程历时相当长久 ，种类非常繁多 ，加上工艺上的复杂因素 ，如

果按照一般的工业性能指标来精确划分陶器和瓷器类别 ，对中国传统陶瓷加以分类 ，还是不

切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是由制作日用性器皿开始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发达和文明的提高 ，逐渐发展了供观赏装饰和陈设用的艺术瓷 ，自然在传统的分类概念

上对瓷器的评价更重视外表的釉质 ，对胎质相对就不那么求全了 ，如有许多名窑瓷器 ，特别

是颜色釉瓷器的胎尚具有一定气孔率 ，其釉的质量却相当高 ，但按传统的分类和称法都称它

为瓷器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单按其胎质的指标考虑 ，应该归属

于硬质陶器 ，胎的气孔率较高 ，未完全致密烧结瓷化 ，但古代工匠却是利用胎质在高温下具

有一定气孔率的吸附作用来减缓釉的流动性 ，不致使釉在高温下严重流釉 ，而保持釉层的均

匀附着 ；另一种作用是利用胎在烧成末期的收缩过程中向釉层排出气泡 ，靠釉的黏性使气泡

留在釉中而使釉质增大乳浊效果 。这些都说明胎的生烧有时不一定是瓷器的缺点 ，反而是

改善釉质和增添釉的装饰效果的一种方法 。又如 ，部分官窑瓷器为了衬托釉质古雅沉静的

艺术效果 ，在胎中加入紫金土提高其含铁量而着成黑色 ，如果从现行的茶餐具日用瓷要求的

指标衡量 ，不应划入瓷器的范畴 ，古人所以将官窑青瓷列入瓷器一类 ，也是考虑其艺术效果 ，

并不认为这是不够瓷器标准的一种欠缺 。因此 ，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现行的技术指

标外 ，尚需考虑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实际 ，从历来传统的综合评价及对瓷器和陶器的习惯分

类 ，结合古今认识上的变化 ，从其本质和技术及艺术特征上加以研究 ，使其合理地划分归类 。

按胎质的化学矿物组成和物理特征 ，大体上可将中国的陶器分成三大类 ，即高铁黏土质

陶器 、低铁黏土质陶器和瓷石质硬质釉陶器 。高铁黏土质陶器可分为粗陶 、细陶和硬质陶三

类 。粗陶又分为红陶和灰陶 ，主要取决于烧成气氛是还原焰还是氧化焰 ；细陶除红 、灰两类

陶器之外尚有彩陶和黑陶 ；硬质陶则分为印纹硬陶和宜兴紫砂硬陶两大类 。低铁黏土质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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