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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中国岭南和东南亚的石湾艺术陶
器， 细分有人物陶塑、 动物陶塑、 艺术器
皿、 山公 （ 微塑） 和建筑园林装饰陶五大
类。 因其圆雕人物特别生猛传神， 民间百姓
习惯把石湾艺术陶统称为“ 石湾公仔”。 本
书也沿用这种统称。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 中国瓷器以“ 青
如天、 明如镜、 薄如纸、 声如磬” 遐迩闻
名， 曾经为全世界所倾倒。 不产优质瓷土的
广东石湾窑， 就地取材， 扬长避短， 以浑厚
朴拙的石湾公仔异军突起， 上千年窑火不
绝， 成为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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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窑火千载 源远流长

制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发明， 通过
水和火的综合作用， 把泥土变成新的材料。
考古学家通常把磨光石器和制陶作为新石器
时代的标志。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无师自
通地掌握这一技术。

中国现存最早的陶器残片出土于南方地
区的一些洞穴居住遗址中， 如江西万年仙人
洞， 广西桂林甑皮岩。 据碳-14测定， 其年
代距今约9000—10000年。 稍晚是浙江余姚
河姆渡遗址， 河南密县裴李岗遗址等。

至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 封开是岭南最
早人类繁衍生息之地， 垌中岩人牙化石据测
定距今14.8万年， 比马坝人牙化石约早两万
年， 是岭南旧石器文化的代表。 广东省发现
的新石器遗址和遗物点达五六百处， “ 西樵
山文化” 是其中较早和较系统的。 佛山市南
海县 （现为南海区） 西樵山1958年发现了包
涵新石器早、 中、 晚三个时期的遗存， 出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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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夹砂陶距今约7000—8000年， 而绳纹陶、
刻画纹粗砂陶、 泥质红陶距今约5000—6000
年。

1977年在佛山市郊河宕村， 发现了面积
约1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
出土陶片16000多片， 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
大类。 夹砂陶包括粗砂和细砂， 陶色以黑、
灰黑和红褐为主， 主要器形有釜和罐。 泥质
陶可分素面陶和印纹陶， 多呈橙红、 浅黄，
或青灰、 红褐色， 主要器形为壶、 罐类， 多

西樵山镇头新石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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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圈足。 几何印纹有曲折纹、 方格纹、 云
雷纹、 S形纹、 复线交叉方格凸点纹、 编织
纹和叶脉纹等30多种， 被专家们称为“ 岭南
地区几何印纹陶发达时期的典型遗址”， 年
代距今4000—5000年。 河宕陶片的云雷纹比
商周铜器的云雷纹要早1000多年。

佛山先民们的辛勤劳作， 揭开了石湾烧
陶的历史序幕， 为以后石湾公仔的诞生积累
了经验。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在佛山市郊澜石
镇、 石湾小帽岗和南海、 广州等地发现了许
多战国和汉代墓群， 由广东省博物馆和佛山

河宕贝丘遗址陶纹拓片

4

C M Y K



石
湾
公
仔

市博物馆清理了上千座， 出土的陶器有屋、
仓、 井、 灶、 猪、 牛、 羊、 鸡、 鸭、 马车、
陶船、 舞乐俑、 陶城堡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水田附船模型， 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
藏。 模型呈横长方形， 上面有水田6方， 田
中有扶犁耕田、 磨镰收割、 插秧堆肥的陶塑
形象， 水田后方有1只小船， 生动地反映了
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一带农业生产的情景。

由于石湾至今尚未发现隋代及其以前的
古窑址， 所以目前还不能肯定这些艺术陶器
的雏形为石湾制作， 专家们只能谨慎地推断
这些陶器“ 很像石湾烧制的风格”。 “ 至少
可以说明， 此时之制陶技术与石湾窑之形
成， 应有某种渊源关系。”

水田附船模型 （东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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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坛 （唐）

从广东出土的陶瓷文物看， 唐代烧制青
瓷水平最高的应为梅县水车窑。 1954年和
2003年在五代南汉昭陵和康陵先后出土了
“ 造型美观， 釉色晶莹” 的几十件青瓷精品，

但制作的窑口尚未能确定 （ 有
专家认为是南海官窑烧制， 但
有待考证） 。 广东陶瓷业的鼎盛
期在北宋， 目前全省发现的宋
窑多达600多处， 著名的有广州
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 南宋
及元比较萧条， 广东仅发现元
窑34处。 至明清两代有所发展，
明清窑址有520处。 石湾窑明代
以前在广东的窑口中无论材质
和装饰工艺都不突出， 至明代
才以艺术陶器异军突起， 后来
居上。

1957年及1972年先后在石
湾大帽岗和南海奇石村发现了
唐宋窑址。 在大帽岗， 唐代古
窑遗物堆积层压在宋代古窑遗
物堆积层下面， 说明这两个朝
代石湾陶器生产的连续性。 石
湾唐代古窑遗物有碗、 碟、 炉、
盆、 坛等残片。 釉色为酱黄釉、
酱褐釉和青釉。 此外， 考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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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头残片 （宋）

土有一件酱黄釉兽头类陶塑残片， 器表刻有
“ 大唐调露元年岁次己卯八月廿四日菩萨
□弟子朱曰□造此兽头永充制□寺讲堂供
养” 字样， 准确地记载了器物的年代 （大唐
调露元年， 即公元679年） 。 还有塑有庙宇和
人物的陶坛。

石湾宋代古窑址的遗
物多为碗、 碟、 盏、 壶、
杯、 罐、 盒、 炉、 沙盆等
日用陶器 ， 釉色有酱黑
釉、 酱黄釉、 酱褐釉、 青
釉和白釉5种， 属于艺术
陶器的只有一件直径约14
厘米较完整的陶雕兽头。
眼和嘴镂空， 眉、 耳、 胡
须以酱黄釉绘画， 其成型
方法似是把罐坯倒置然后
镂刻捏塑， 反映了当时在
大量日用陶器生产基础上
艺术陶器开始出现。

南海奇石村在石湾西北约9公里处， 面
临北江。 沿东平河东岸约3公里的小山岗上，
几乎都有古窑发现， 陶片一度堆积如山。 由
于地理位置接近石湾， 学术界通常把奇石窑
归入石湾窑的研究范畴。

从奇石唐宋古窑址的遗物看， 其生产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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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比石湾大帽岗古窑址先进， 北宋石湾窑的
中心在奇石， 艺术陶器有印花、 刻花和彩绘
等装饰手法， 还发现了少量窑变釉。 印花、
刻画的特点是在大罐器肩上拍印纪年印章
（如“ 政和二年”， “ 嘉祐□□”） ， 印章框外
刻画仰复莲叶纹、 菊花纹等图案， 也有在盆
内底或内壁模印团菊或花卉的。 彩绘以铁锈

式釉料为主， 也有深
褐或墨彩。 纹饰以菊
花卷草最多， 也有兰
草、 竹叶等， 笔法熟
练， 生动雅致， 可以
看到北方著名的磁州
窑、 吉州窑等民窑彩
绘风格的影响。 1964
年在澜石宋墓出土了
一件彩绘人物瓶， 开
光内描绘了人物从豪
饮到大醉的四个姿态，
四开光外是吉州窑典
型的海涛纹， 广东省
博物馆研究员曾广亿
断定该瓶是奇石窑的
产品。 如果这个判断
正确， 则宋代石湾陶
器的彩绘已达到了很褐彩人物梅瓶 （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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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水平。 但奇石村一带尚未发现北宋以后
的陶片， 显然北宋后奇石陶业已经衰落， 而
石湾的陶器制造仍一直兴旺着。 原因大概是
因为奇石附近的河道逐渐淤浅， 而宋代以后
佛山成为南北江航运的转运站， 手工业生产
和商业发达， 交通方便， 石湾陶业得到进一
步发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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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佛像 （明）

二、 明清民国 发展兴旺

元代石湾陶业比较萧条， 陶塑类仅见水
波纹陶坛和陪葬用的牛、 马、 鸡、 狗等小件
陶塑， 制造较粗糙。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器皿
上出现了窑变釉， 标志着仿钧釉的萌芽。

明代是中国陶瓷业高度繁荣时期， 而广
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 也促进了石湾陶业的

发展。 佛山是全国四
大镇之一， 石湾则成
为广东生产商品陶器
的中心基地。 当时在
广州的出口商品中 ，
陶瓷在丝织品之后排
第二位。 明代中国瓷
器享誉全球， 石湾的
陶工便开始仿造各大
名窑的釉色和造型 。
兼有观赏价值和实用
功能的艺术器皿， 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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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青铜器、 玉器及象形器， 如荷叶洗、 玉
琮瓶等， 深受市场的欢迎， 艺术陶器有了很
大的发展。 明嘉靖年间石湾陶业出现了行
会， 最初分为八行， 其中花盆是较大的行
业。 另一类是仿造瓜果、 虾蟹、 琢石、 竹木
等器物， 釉色丰富多彩， 有古铜、 铁锈花、
石榴红、 瓜皮绿、 鳝鱼黄、 虎皮斑等。 另外
还有少量人物和动物陶塑。 人物陶塑题材以
佛、 道塑像为主， 如观音、 寿星、 仙佛罗汉
等。 造型简单， 人物面部也施了较厚的釉
彩， 所以轮廓比较模糊。

相传明代石湾陶艺名家有可松和杨升。
可松传世品多为仿商周铜器， 施仿蓝钧釉及
翠毛釉。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有一翠毛釉
筒炉， 高仅8厘米， 底部有工整的“ 甲子乙
亥可松制” 款。 杨升作品则多为仿汉代铜
器， 釉色多为粉蓝色。

相传明代晚期的店号有“ 祖唐居” 和
“ 陈粤彩”。 祖唐居的传世品多为日用器皿，
釉色有黄、 绿、 青、 蓝、 褐等。 款为楷书阴
文椭圆印章。 陈粤彩所制器皿常施绿釉、 酱
黄釉， 款式有“ 陈粤彩造” 和“ 粤彩正记”
两种， 俱为楷书阳文方印。

清代是石湾公仔的兴盛时期。 佛山的传
统手工业在清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商品经济
繁荣。 佛山镇与汉口镇、 景德镇、 朱仙镇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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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天下四大镇” 的美誉， 又与北京、 汉
口、 苏州齐膺“ 天下四聚” 之殊荣。 当时佛
山“ 春风走马满街红， 打铁炉过接打铜”，

“ 汾江船满客匆匆， 若个西来若个东”， 一片
繁华景象。 石湾的陶业非常兴盛， 史料称

“ 石湾之陶遍二广， 旁及海外之国”， “ （ 南
海） 大镇为省城、 佛山、 石湾”， “ 石湾六
七千户， 业陶者十居五六”。 又称“ 南海之
石湾善陶， 其瓦器有黑白青黄红绿各色， 备
极工巧， 通行二广”。 这里说的五彩斑斓的
釉色和“ 备极工巧” 的造型当指艺术陶器。

清代器皿类产品迅速发展， 白釉行生产
中小型产品， 在240个品种中， 绝大部分是
艺术陶器。 而专产大件器皿的花盆行在乾隆
六年 （ 1741） 与缸行分离独立后， 品种之繁
多， 为24行之冠， 其中尤以花脊称著。 而专
造人物鸟兽、 以“ 同庆” 为堂名的古玩行也
脱颖而出。 至清末民初， 一个堂名“ 陶陶”
的新古玩行又应运而生， 与旧古玩行合并为

“ 同庆陶陶”， 成为制陶业的一枝独秀。
清代石湾公仔的成就， 主要有以下三

点：
一是仿造各大名窑， 取得了世人公认的

成绩。
我国宋代有誉满天下的五大名窑： 汝

窑、 官窑、 钧窑、 哥窑、 定窑。 又按窑口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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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区的影响分六大窑系： 北方的定窑系、 耀
州窑系、 磁州窑系、 钧窑系， 南方的景德镇
青白瓷系和龙泉青瓷系。 此外， 建窑的黑
瓷、 吉州窑褐色彩绘都是很有特色的民窑制
品。

石湾不产优质瓷土， 只有大量相对低质
的陶泥， 石湾窑产品陶坯的质感无法与瓷质
洁白的定窑和景德镇窑比美。 但石湾陶工善
于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以浑厚的釉彩遮盖
相对粗糙的陶质， 仿造名窑结合自己的特
色，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关于石湾公仔
的善仿善创， 后面的章节将略加展开阐述。
清代石湾窑的仿钧窑乳浊釉、 仿冰裂纹釉、
仿建窑鹧鸪斑黑釉等， 使石湾公仔 （包括器
皿） 增加了五彩缤纷、 古朴高雅的釉色。 仿
耀州窑刻花、 仿磁州窑黑白彩绘和红绿彩
绘， 丰富了石湾公仔的装饰手法。 而借鉴江
西吉州窑中最负盛名的舒窑的独特韵味， 更
成为石湾公仔在清代至民国的一个流派。

二是富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建筑装饰艺术
瓦脊走向成熟， 案头陈设的石湾公仔形成了
独特的风格。

石湾艺术陶器从实用的日用、 建筑陶器
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 大约从明代起， 石湾
陶工便学习摹仿河北宛县门头沟直隶“ 厂官
窑” 生产的黄、 绿、 蓝色的琉璃制品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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