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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我国的陶瓷艺术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巅峰，

而在康雍乾时期由朝廷内宫秘密制作的珐琅彩瓷则是巅峰之上最

为璀璨的一颗明珠。正是因为在宫廷内制作，而不像历代御用名

瓷那样在景德镇御窑厂制作，又因为它兴于清代又衰于清代，再

加上民间扑朔迷离的传说，使得珐琅彩瓷在世人的眼里有一种神

秘的色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康熙晚期，经雍正渐次发展成熟，于乾隆

盛期至巅峰后又悄然衰落，此后便沉湮史海，难觅芳踪。珐琅彩

瓷由兴至衰前后不及百年，传世极少，现今全世界所藏珐琅彩瓷

也仅 400 余件，主要藏于：台北故宫，约 300 余件；北京故宫，

约 100 余件。因而显得极为珍贵。

珐琅彩瓷是将铜胎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器上而创新的一种彩

瓷。珐琅彩瓷在清廷档案中称为“瓷胎画珐琅”，后人称“珐琅彩”，

I n t r o d u c t i o n目录C o n t e n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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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极其精细的彩绘瓷器。珐琅彩

瓷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

彩绘、烧制。所需图案纹样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

由宫廷画师依样画到瓷器上。所以，珐琅彩瓷不仅瓷胎制作精良，

其纹样设计绘画敷色也绝非一般民间艺匠可望其项背，艺术水准

之高之雅也非其他瓷器可比肩，尤其是以宫内密制的珐琅颜料绘

制，由宫廷造办处烧制，而且几乎没有重复件，每一件都是独一

无二的，可谓精美绝伦、世间罕见。由于其绘制烧造均在宫廷内

完成，工艺极其复杂，工本十分昂贵，数量极为稀少，成为仅供

紫禁城内皇帝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

三年（1724 年），皇上赐给暹罗（今泰国）国王各色官窑瓷器共

146 件，其中仅有一件是珐琅彩瓷。内廷大臣年羹尧多次恳求才获

赐给一二件。乾隆皇帝甚至颁御旨“庶民弗得一窥”。可见清代

宫廷珐琅彩瓷该是何等珍贵。

珐琅彩瓷，始于康熙，兴于雍正，盛于乾隆，也衰于乾隆。

也许像一颗灿烂的流星，珐琅彩瓷在历史的天空中只是一划

而过。然而，它所迸发的那一抹耀眼的光辉，却从来没有在历史

的眼眸中消失。

珐琅彩瓷的创烧开辟了我国陶瓷历史一片全新的天地。

珐琅彩瓷的工艺创新将我国彩瓷艺术推上了一个历史的巅峰。 

珐琅彩瓷的诞生创造了皇室宫廷艺术的绝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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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珐琅彩瓷的创烧

珐琅及其珐琅器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历史记载可追溯到 13 世

纪的宋元时期，但真正能在国内制作应是元代成吉思汗进攻大食

（大食为唐宋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总称。源于波斯语称阿拉

伯人为 Tazi 的音译），将该地工匠俘虏押回制作，并将该技艺传

入中原。至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中开始大量制作掐丝珐琅，

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进入清

代以后，以铜胎为主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

为清代宫廷艺术品的主要种类之一。（图 1-1）

图 1-1 康熙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胆瓶

画珐琅则出现较晚，于 15 世纪中叶在欧洲

佛朗德斯发明，15 世纪末法国中西部里摩居以

内填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重镇。16

世纪中叶，中国已经进入清代康熙朝，这时的

清朝皇权稳固，国力充盈，文化繁荣，商贸发

达。随着中西方贸易交往，欧洲各类工艺美术

品及其他物品，如铜胎珐琅器、望远镜、钟表、

西洋布、油画、洋酒、鼻烟壶等一起被带入宫

廷。而画珐琅器则于 17 世纪末的康熙年间传入

中国。在众多洋货中，绚丽华美的珐琅器因其

富贵华丽的风格比当时流行的斗彩、五彩瓷更

具魅力，首先得到清朝康熙皇帝的青睐，康熙

力图引进画珐琅的技术。当时一位皇子曾对一

名法国神父说：“父皇非常欣赏这一独特的工

艺，而在我国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制造的。”并

请求从他们国家邀请珐琅匠师前来中国传授这

一技艺。皇帝的这一喜好很快就影响了朝野上

下，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在抵达宁波一个多月后，

也就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8 月 25 日写信

回法国，要求后来的传教士多携带一些珐琅画

及珐琅器来，作为馈赠中国官员的礼物，并坚

持要“小件珍玩”。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

3月，意大利神父马国贤自畅春园写信回国说：

“皇上对欧洲的珐琅画着了迷，并想尽各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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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珐琅画的技术引进宫中作坊。”（图 1-2）

由于康熙皇帝对珐琅画及珐琅器的痴迷，除宫中造办处在全

力研制珐琅器外，广州、江宁、宜兴、景德镇御窑厂等重要的驻

外造办机构也都在全力迎合康熙皇帝开展画珐琅研制活动。康熙

五十五年（1716 年）9 月 28 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折：“广东人

潘淳能烧法蓝物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

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

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

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桃红颜色的金子掺红铜料等件，交

图 1-2 康熙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纹观音瓶

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收带，

预备到日便于试验。”这里的“法蓝”即珐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6 月 24 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杨琳又上奏折说：“本年五月十二

日到，有法蓝西船一只，内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

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

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江南三织造之一的曹家也承担了烧珐琅

的任务。烧珐琅之类的事务须先送皇帝御览后方可烧造，由于任

务繁多，后来竟未送览，以致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遭到康

熙帝的训斥。据史料推论，江南织造曹家很可能在康熙五十九年

左右直接受命参与景德镇瓷胎画珐琅或宜兴陶胎画珐琅的研制任

务。全国造办体系中的地方大员，或织造，或督陶官，为取宠于

皇上，都尽其所能利用当地资源开发研制画珐琅，尽心尽力为朝

廷提供原料、胎子、技术人才，以讨好皇帝，获得恩宠。地方官

也不遗余力地输送画珐琅的技术人才进京，甚至为这些工匠支付

各种费用。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连当时来华的传教士，

为讨皇帝欢心，也努力搜寻会珐琅工艺的技术人员，或提供原料、

技术信息，如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来华就曾携来一整箱珐琅器。

综合相关史料来看，康熙朝研制画珐琅工艺应是同时在清宫

造办处珐琅作、景德镇御窑厂甚至宜兴等地同时进行的，但宫廷

造办处珐琅作是研制画珐琅和瓷胎画珐琅的主要场所，其他地方

则是配合朝廷开展研制活动。宫廷造办处珐琅作技术上摹仿铜胎

画珐琅，沿用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和装饰风格。景德镇御窑厂则采

用部分进口珐琅料彩绘花卉，枝叶部分仍沿用康熙釉上五彩技法，

而且是在胎瓷釉地上进行彩绘。如景德镇陶瓷馆藏康熙粉彩孔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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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珐琅画的技术引进宫中作坊。”（图 1-2）

由于康熙皇帝对珐琅画及珐琅器的痴迷，除宫中造办处在全

力研制珐琅器外，广州、江宁、宜兴、景德镇御窑厂等重要的驻

外造办机构也都在全力迎合康熙皇帝开展画珐琅研制活动。康熙

五十五年（1716 年）9 月 28 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折：“广东人

潘淳能烧法蓝物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

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

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

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桃红颜色的金子掺红铜料等件，交

图 1-2 康熙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纹观音瓶

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收带，

预备到日便于试验。”这里的“法蓝”即珐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6 月 24 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杨琳又上奏折说：“本年五月十二

日到，有法蓝西船一只，内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

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

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江南三织造之一的曹家也承担了烧珐琅

的任务。烧珐琅之类的事务须先送皇帝御览后方可烧造，由于任

务繁多，后来竟未送览，以致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遭到康

熙帝的训斥。据史料推论，江南织造曹家很可能在康熙五十九年

左右直接受命参与景德镇瓷胎画珐琅或宜兴陶胎画珐琅的研制任

务。全国造办体系中的地方大员，或织造，或督陶官，为取宠于

皇上，都尽其所能利用当地资源开发研制画珐琅，尽心尽力为朝

廷提供原料、胎子、技术人才，以讨好皇帝，获得恩宠。地方官

也不遗余力地输送画珐琅的技术人才进京，甚至为这些工匠支付

各种费用。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连当时来华的传教士，

为讨皇帝欢心，也努力搜寻会珐琅工艺的技术人员，或提供原料、

技术信息，如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来华就曾携来一整箱珐琅器。

综合相关史料来看，康熙朝研制画珐琅工艺应是同时在清宫

造办处珐琅作、景德镇御窑厂甚至宜兴等地同时进行的，但宫廷

造办处珐琅作是研制画珐琅和瓷胎画珐琅的主要场所，其他地方

则是配合朝廷开展研制活动。宫廷造办处珐琅作技术上摹仿铜胎

画珐琅，沿用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和装饰风格。景德镇御窑厂则采

用部分进口珐琅料彩绘花卉，枝叶部分仍沿用康熙釉上五彩技法，

而且是在胎瓷釉地上进行彩绘。如景德镇陶瓷馆藏康熙粉彩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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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康熙粉彩孔雀牡丹纹盘

牡丹纹盘（图 1-3），在彩绘工艺技法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牡丹花

朵是用了珐琅彩的胭脂红颜料，而且也是采用珐琅彩的粉底洗染

工艺；而牡丹的枝叶、孔雀、其他花卉以及山石，则以五彩颜料

采用五彩的画法和平涂填色的施彩技法。在盘的边纹的装饰手法

上也能看出模仿珐琅器的痕迹。当时景德镇进御的一部分这类瓷

器精品被作为研制瓷胎画珐琅的样品保存在宫中，后来被陶瓷学

者界定为“康熙早期粉彩”，但我们认为实际上它们应该是景德

镇研制瓷胎画珐琅的产物。

此外，宜兴也进贡紫砂胎或研制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台北故

宫就藏有几件“康熙御制”款宜兴紫砂胎画珐琅。

从金属胎画珐琅到瓷胎画珐琅，大致经历了一个金属胎→玻

璃胎→紫砂胎→瓷胎这样的发展过程。如示意图：

                  金属胎画珐琅

                ↙             ↘

        金属胎画珐琅         玻璃胎画珐琅

         ↙       ↘          ↙       ↘

金属胎画珐琅       紫砂胎画珐琅       玻璃胎画珐琅

      ╲                 ︳               ╱

         ↘             ↓            ↙

                    瓷胎画珐琅

自康熙十九年（1680 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

珐琅作，历经 10余年，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铜胎画珐琅器。

至 18 世纪初，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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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康熙粉彩孔雀牡丹纹盘

牡丹纹盘（图 1-3），在彩绘工艺技法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牡丹花

朵是用了珐琅彩的胭脂红颜料，而且也是采用珐琅彩的粉底洗染

工艺；而牡丹的枝叶、孔雀、其他花卉以及山石，则以五彩颜料

采用五彩的画法和平涂填色的施彩技法。在盘的边纹的装饰手法

上也能看出模仿珐琅器的痕迹。当时景德镇进御的一部分这类瓷

器精品被作为研制瓷胎画珐琅的样品保存在宫中，后来被陶瓷学

者界定为“康熙早期粉彩”，但我们认为实际上它们应该是景德

镇研制瓷胎画珐琅的产物。

此外，宜兴也进贡紫砂胎或研制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台北故

宫就藏有几件“康熙御制”款宜兴紫砂胎画珐琅。

从金属胎画珐琅到瓷胎画珐琅，大致经历了一个金属胎→玻

璃胎→紫砂胎→瓷胎这样的发展过程。如示意图：

                  金属胎画珐琅

                ↙             ↘

        金属胎画珐琅         玻璃胎画珐琅

         ↙       ↘          ↙       ↘

金属胎画珐琅       紫砂胎画珐琅       玻璃胎画珐琅

      ╲                 ︳               ╱

         ↘             ↓            ↙

                    瓷胎画珐琅

自康熙十九年（1680 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

珐琅作，历经 10余年，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铜胎画珐琅器。

至 18 世纪初，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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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北京故宫藏清康熙画珐琅梅花纹鼻烟壶

制技术，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并

且进一步研制玻璃胎画珐琅、紫砂画珐琅和瓷胎画珐琅。（图1-4）

养心殿造办处的玻璃厂大约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之后

设立，以德国传教士纪理安为西方主要管理人员。玻璃厂除了烧

制玻璃，也生产珐琅料。康熙、雍正朝服务于宫廷的葡萄牙传教

士穆敬远也曾提到：纪理安在宫内不但指导修建玻璃熔炉和小型

玻璃窑，而且还教授玻璃和珐琅料的制作。宫内珐琅料的制作，

为康熙朝玻璃胎画珐琅的烧造提供了条件。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9 月 11 日，广西巡抚兵部左侍郎陈元龙的谢恩折中记有：皇

上恩赐微臣“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并说这种宝器“从

未颁赐臣僚”，因此“感圣德而泪零”。据此可以证明至少在康

熙五十五年后玻璃胎画珐琅获得成功，并用其赏赐下臣。但此时

图 1-4 北京故宫藏清铜胎画珐琅红地花鸟纹瓶

玻璃胎画珐琅还处于初创阶段，数量很少。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罗马教皇特使嘉乐来华后受到康熙的厚待，翌年嘉乐返欧

时，康熙委其将一批玻璃胎画珐琅器礼品赠送给罗马教皇和葡王，

其中：送罗马教皇的礼品有一个画珐琅玻璃盒，10 个画珐琅玻璃

瓶及 136 件北京玻璃花瓶。送给葡王的礼品共 39 项，其中玻璃制

品包括盘子、杯子和罐子，共计 38 件，由红色、白色和雨过天晴

色玻璃制成。回欧途中，不幸所乘船只毁于火灾，所幸礼单尚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康熙末期，玻璃胎画珐琅的水平已经与欧

洲几乎一样好。（图 1-5）

玻璃胎画珐琅工艺的成熟，为瓷胎画珐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康熙帝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

便于皇上的巡视和督察，并增设监造一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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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北京故宫藏清康熙画珐琅梅花纹鼻烟壶

制技术，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并

且进一步研制玻璃胎画珐琅、紫砂画珐琅和瓷胎画珐琅。（图1-4）

养心殿造办处的玻璃厂大约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之后

设立，以德国传教士纪理安为西方主要管理人员。玻璃厂除了烧

制玻璃，也生产珐琅料。康熙、雍正朝服务于宫廷的葡萄牙传教

士穆敬远也曾提到：纪理安在宫内不但指导修建玻璃熔炉和小型

玻璃窑，而且还教授玻璃和珐琅料的制作。宫内珐琅料的制作，

为康熙朝玻璃胎画珐琅的烧造提供了条件。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9 月 11 日，广西巡抚兵部左侍郎陈元龙的谢恩折中记有：皇

上恩赐微臣“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并说这种宝器“从

未颁赐臣僚”，因此“感圣德而泪零”。据此可以证明至少在康

熙五十五年后玻璃胎画珐琅获得成功，并用其赏赐下臣。但此时

图 1-4 北京故宫藏清铜胎画珐琅红地花鸟纹瓶

玻璃胎画珐琅还处于初创阶段，数量很少。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罗马教皇特使嘉乐来华后受到康熙的厚待，翌年嘉乐返欧

时，康熙委其将一批玻璃胎画珐琅器礼品赠送给罗马教皇和葡王，

其中：送罗马教皇的礼品有一个画珐琅玻璃盒，10 个画珐琅玻璃

瓶及 136 件北京玻璃花瓶。送给葡王的礼品共 39 项，其中玻璃制

品包括盘子、杯子和罐子，共计 38 件，由红色、白色和雨过天晴

色玻璃制成。回欧途中，不幸所乘船只毁于火灾，所幸礼单尚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康熙末期，玻璃胎画珐琅的水平已经与欧

洲几乎一样好。（图 1-5）

玻璃胎画珐琅工艺的成熟，为瓷胎画珐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康熙帝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

便于皇上的巡视和督察，并增设监造一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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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任命法国珐琅艺术家格雷佛雷为造办处珐琅作匠役长。

足见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此间，珐琅作试烧制了一批

紫砂胎画珐琅器。真正提到瓷胎珐琅器的确凿历史资料，是康煕

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曹頫（曹寅之子）奏折内朱批、谕曹寅：“近

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瓷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

送至御前览完才烧。”康熙五十九年，皇上在接待罗马教皇克来

孟使者嘉乐时，向他展示了造办处自己制造的数件珐琅彩瓷器并

赠与两件珐琅瓷碗，史料作如下记载：“康煕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

康熙帝赐西洋使臣嘉乐珐琅碗二个及其他。”据此，我们可以推断，

大约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后，造办处珐琅作将画珐琅技法

移植到瓷胎上，获得了成功，于是便诞生了瓷胎画珐琅，即现在

大家所称的“珐琅彩”瓷。有学者认为，造办处珐琅作大约于康

熙二十七年（1688 年）开始研制瓷胎画珐琅，此后反复实践，不

断试烧，经历 30 余年的艰辛历程，终于创烧成功珐琅彩瓷。珐琅

彩瓷的创烧将我国的陶瓷历史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开创了

我国陶瓷艺术康雍乾的鼎盛时代，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先祖的伟大

创新！

二、珐琅彩瓷的发展
   

康熙时期

康熙创烧时期的珐琅彩瓷，我们还能看出五彩瓷的彩绘工艺

痕迹和掐丝珐琅的工艺痕迹，但更多的是移植铜胎画珐琅的工艺。

首先是施彩的瓷器表面为不上釉的涩胎（俗称“反瓷”），敷以

色料地子。这既是仿铜胎画珐琅的彩绘工艺，也是在没有解决珐

琅料在瓷胎釉面上附着时所采取的工艺手段，这种过渡性的工艺

也应该是我们的先人反复实践所摸索出来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

珐琅彩瓷料色上有极细的冰裂纹，其实就是珐琅料烧结后釉质的

膨胀系数与瓷器表面原有釉质的膨胀系数匹配上略有差异所致。

其次在彩绘工艺上运用了晕染的手法，这在工艺上用水或胶水调

制颜料彩绘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其颜料是以

油剂调制的（史料记载洋人用多尔门油，应该类似我们的乳香油

和樟脑油），彩绘时同样用油剂来进行调释渲染。要实现这一工艺，

还需要在进行渲染的部位先敷以经乳浊失透的粉料，再以色料进

行晕染。这种工艺非常类似于西方的油画绘制，其装饰效果极富

层次，质感很强，因此画面也更生动。自从康熙时期引入了画珐

琅工艺后，便在陶瓷彩绘上也引入了西方的绘画语言，彩瓷装饰

纹样由原来的图案化发展到趋向写实，花叶有了仰侧向背的变化，

色彩有了深浅浓淡之分，因此，珐琅彩瓷的彩绘工艺也就更加复杂，

技术难度也更高，因此艺术表现力也更强。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从总体上看，其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

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器型以碗类为

主，也少见瓶类，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

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均为无釉涩胎。外壁画面衬以颜料地

子，常见的如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地。画面题材多为牡丹、

月季、莲花、秋葵、芙蓉等四季花卉纹样，也有宝相花，甚至还

偶见罂粟花，而以牡丹纹样最为常见。牡丹是传统名花，色彩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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