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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陶瓷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许昆贞 林昌宝 李孝仪 苏荣蹯 蒋德明 黄春淮
赖畅水

主任：杨益民一李辉跃‘’：_。 ，；j 0。’“{．+。I．一

副主任：林合龙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I．

． 冯再添许瑜举 陈能语 苏华廪 苏志坚 吴志伟
-：： 杨厚操 林冬青 林志民 郑高敏施荣邦 黄菁菁
o 曾昭礼 赖东升 。j．’

。-| ；
，一．：，．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曾昭礼、：： ．。 ：一

《德化陶瓷志》-总编室
。

“
；

々 主．一．，审：’李辉跃’．7， 、．．，。卜 ·，{“， ，：一 ；．，一，

主、。编f林合龙+1，一． r． 、j ，一． ：．，： ，，一：

执行主编：曾昭礼。。 ：。， ．‘；： 一■。 、．，。、_t

副主编：、周宗禧，j林钟发 ．．、 ∥-． {e一 ．，，o．i

主编助理∥王冠英．许永汀、‘。 ：一 。_’_ 一、

编‘。．辑：|r-陈建中j苏美标!许志良．苏雨润’i苏玉盾j林星焕

，．，：：． ：，林桂英 o‘ -， ： ，+ ，≯：。 ．√√·

特邀编辑：庄家治陈锦清

编务人员·i李美龄．～：．∥-、’．? 0。o：joi。-

《德化陶瓷志》协编单位分管领导

(以姓氏笔画为序)，j一；。：∥。
许金标庄家治 李双展
苏贻堆 苏荣薰 连继续

林文荣 林秀莲 林宜兴

苏钢星

郑信东

黄长泼科民前金体福，，陈郑徐。、．。，明贤兴．．一昆文佥．一陈郑徐

1．．1～

伟章越忠南钟一～。陈张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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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金蒋世杰

《德化陶瓷志》资料采集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堆

田慧敏

危荣春

陈志雄

李月亲

苏珠钰

张朝成

林文瑞

林国棣

郑建强

查德成

黄华伦

曾世超

赖剑非

王金镭

江崇辉

陈风火

陈金泉

李传芳

张元春

吴金东

林长钜

林保仁

郑金勤

涂荣建

黄应德

曾金龙

潘堡强

王建智

许瑞锋
陈为程

陈国潘

李德旺

张志群

吴振民

林月隆

林思溪

郑剑华

郭其南

黄诗福

童善杞

颜长硕

冯天送

孙艺灵

陈玄光

陈显达

苏玉峰

张金标

何建泽

林光材

林睦柱

郑炯鑫

徐文苑

黄章源

赖七贤

颜泉平

冯清龙

孙再兴

陈节达

陈真实

苏克兵

张奎如

单桔基

林传彩

杨剑民

郑桂生

徐文渊

黄璋全

赖礼贯

颜清冷

《德化陶瓷志》特约审稿人员

叶乐善

孙成传

陈传基

陈继承

苏国铸

张贵法

范秋英

林同德

郑东方

郑菊英

涂德望

温元填

赖华敏

颜惠生

叶文程黄春淮邱哲宏林龙海

《德化陶瓷志》出版审稿人员

苏炎灶 陈伟庄

争共春

吕素妹

陈丽明

陈敦发

苏健康

张维贤

林文启

林质彬

郑全科

郑意通

梁挺师

温再辉

赖光耀

颜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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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德化陶瓷是中国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德化陶瓷文化底蕴深

厚，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今

天，德化陶瓷又进入一个历史鼎盛时期。为了让德化陶瓷的历史变革

和时代风貌永载志乘，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德化陶瓷志》。经过

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完

成这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德化人民及其子孙后代铸造了一份珍贵的

文化精品，值得庆贺!．

在《德化陶瓷志》编修过程中，编纂人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本求源，广征博采，力求资料翔

实，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突出浓郁的地方色

彩和时代精神。该志书全面记述了德化陶瓷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唐

代，德化始制青瓷。宋元时代，德化陶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

要出1：7商品。明清时代，进入历史辉煌时期，成为“国际瓷坛的明

珠”，以一代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作品更是遐迩闻名，被称为

“天下共宝之”的“东方艺术珍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德化县委、县政府致力实施“科技兴瓷、艺术兴瓷’’发展战

略，通过创建陶瓷科技园区、开发陶瓷x-,_lk区、体制和科技创新、质

量体系认证、举办展销会、大力开拓国内外新市场等，把德化陶瓷产

业推向新的辉煌。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大批艰苦奋斗、辛勤创业、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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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陶瓷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有技艺精湛的

工艺美术大师，有锐意进取。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有在其他各条战线

上兢兢业业、为德化陶瓷业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物。我相

信，《德化陶瓷志，》的问世；将有助于德化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察古鉴

今，扬长避短，继往开来。‘： ：一一’-j 一．’， ．

”

‘。让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7在’“建设一流瓷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中，再创中国瓷都的新辉煌!：‘ +：。 ，
’一

’

中共德化县委书记许昆贞

’，，．i．‘～ ．2004年10J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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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是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陶瓷制造历史悠久。在千年薪
一 ，r：。j：o．J j。‘：+，，’一．’：1 ．t

：=

一
’：，； ⋯。

火相传中，创造了“瓷的世界"。“中国白”瓷如脂似玉，被誉为“国
．、 ．一：：．” 。

．，：

’

j一， ： j
，

际瓷坛的明珠’’。明代，瓷圣何朝宗藉瓷之灵性，将德化瓷雕推上一
．：，?。

·1 ：．，。 ·‘

个至高境界，其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品"。其后，德化的瓷雕大

师、能工巧匠秉承何朝宗的制瓷技法．，并不断发扬光大，创作出一批
一 ．

⋯
， 1、 ·“| ，：t

风格独特、异彩纷呈、出神入化的作品，成为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竞
i． ?

f i
．，

⋯、。j ．

。

相收藏的珍品。。悠久的陶瓷生产史孕育了深厚的陶瓷文化，谱写了德

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篇章。改革开放以来，德化县委、县政府把陶

瓷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培育，促进了陶瓷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0

世纪90年代以来，陶瓷业撑起了德化经济的半壁江山，瓷都德化这

颗瓷国明珠在神州大地上闪耀着熠熠光彩。

志书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德化陶瓷志》作为德化县首

部陶瓷专志，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德化陶瓷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结构

严谨，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图文并茂，反映了德化人民在不同历史

时期制作生产陶瓷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

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展示了德化陶瓷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发展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是一份珍贵的陶瓷专业史料，必将在存史、资

政、教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德化陶瓷志》的编纂出版，是全体编纂人员孜孜砣砣、广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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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辛勤笔耕的心血结晶，是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

士关心、支持、帮助下结出的硕果。在志书付梓之际，谨向所有为陶

瓷志编纂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知古而鉴今，习史以明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现代化瓷

都的征程中，我们要重视读志、用志，传承和弘扬优秀的陶瓷文化，

大力推进科技兴瓷，使陶瓷业插上振兴和腾飞的翅膀，为德化经济社

会的发展再续辉煌新篇。

德化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辉跃

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2004年10月



德化陶瓷遐迩闻名。2002年深秋时节，我主持编纂《福建省志

·闽江志》进行全流域调研时，目睹了德化瓷都风采。此行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德化瓷的艺术魅力。德化瓷器所表现出的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动物造型等等，二件件巧夺天工，出神

入化，令人叹为观止，不愧是“东方艺术的明珠”。这些陶瓷精品的

艺术魅力为世所罕见。其二是德化环境的优美。放眼望去，青山依旧

在，绿水潺潺流。县领导告诉我，全县突出抓好水土、森林、矿产、

水系四个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状态。改革开放后20多年中，陶

瓷工业产值从1978年的1268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38亿元；陶瓷

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1019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9亿元，增长27

倍；全县森林覆盖率从1979年的56．9％提高到2001年的77％。虽

然从事重污染型的工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却大大降低，实现经

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两者协调发展。这充分说明德化县历任领导都

重视并坚持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科学道路。 一 ，，j．；．。，

在我离开德化前，县方志办主任曾昭礼先生告诉我，正在积极准

备编纂一部陶瓷志，县领导十分关心和支持。我很高兴。因为这部志

书不但填补了德化陶瓷没有专志记载的空白，也可以为编纂已列入全

省修志计划的《福建省志·陶瓷志》提供宝贵经验。德化修志人不负

众望，经过两年辛勤耕耘，终于将一部洋洋40万言之大作——《德

化陶瓷志》奉献给海内外读者。我作为出版审稿人员之一，有幸先睹

为快。

《德化陶瓷志》全志共12章，前有概述、大事记、专记，后有附

b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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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化陶瓷志

录，结构合理，体例完备，全面记述德化陶瓷生产、销售、管理历史

发展的全过程，充分反映艺术陶瓷的特色，科技、教育、文化、人物

也得到详细记述，可谓精品之作。掩卷长思，德化陶瓷从宋元时期的

兴盛，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放异彩，绵延上千年，其源源不

竭的动力是什么7．那就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历史上，德化陶

瓷发挥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通过工艺制作技术、窑炉技术不断创

新，终于创造出具有玉洁冰清质感的。“高白瓷”、“建白瓷’’而独领风

骚，形神兼备的雕塑艺术作品风靡海内外。德化与景德镇、醴陵构成

全国三大瓷都鼎立之势。德化陶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产

品之一。在当代，德化瓷人坚持创新精神，在研制开发传统“高白

瓷"、“建白瓷”产品基础上，瓷雕艺术中西结合，西洋工艺瓷重振雄

风，在窑炉技术上大胆突破，创造了系列新式窑炉，采用“绿色能

源”，保护了生态环境，为德化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

我为德化县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

、

《德化陶瓷志》付梓之际，编委会邀我作序，盛情难却：不揣浅

陋，写了以上一点感受：我相信，《德化陶瓷志》出版后，一定会有

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启迪：借此机会；我祝贺德化县历史上第一部陶

瓷志出版问世，也衷心祝愿德化陶瓷业与时俱进，、继续创新，在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伟业中再铸辉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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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德化就有印纹陶的烧

制；盛唐时，德化先贤著有《陶业法》及绘《梅岭图》传于后世；宋

元时代，德化瓷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明代，德

化以生产白瓷驰名于世；请代，，德化青花瓷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德化陶

瓷的风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把陶

瓷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扶持和培育，陶瓷业的发展步入新的辉煌时

期，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并驾齐驱，陶瓷产品远销世界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工艺陶瓷生产、出口基地。一

业兴，百业旺。陶瓷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全县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1996年以来，德化连续多年被评为“福建

省经济发展十佳县”，综合经济实力于1998年跃居省内县(市)第

13位。

为填补德化陶瓷史志的空白，县委、县政府于2002年决定编修

《德化陶瓷志》。本志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不仅全面、真实地记

述了德化陶瓷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德化人

民，尤其是一些杰出人物对德化陶瓷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志书融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特色鲜明，体例规范，结构严

谨，图文并茂，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于“认识

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德化陶瓷志》的出版问世，凝聚着全体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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