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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人民瓷厂《长青牌》青花"梧桐"配套餐具

1979年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章。今年(1984年)

又连获民主德国莱比锡、捷克布尔诺、波兰波兹南

国际博览会三枚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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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用瓷品种

第一节碗

碗是日用瓷中的大宗品种。 据实物考察，景德镇的碗类生产始于晚唐，至今已有千余

年的历史。碗的品种繁多，从用途看，有饭碗、汤碗、菜碗、茶碗、果碗等;从外形看，多为圆

形，也有方形、椭圆形、多角形;从口沿看，有撇口、平口、荷口、莲口;从规格看，有品、顶、

二、大、工、汤、饭、小饭、加大、三寸等系列 口
1949 年后，碗类品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有发展，至 1985 年，共有 31 个系列、 107

个品种。 其主要品种有:

灰可器 俗称渣胎碗，是景德镇最早生产的古老品种之一。 清代乾隆年间，灰可器产

量较大，此后一直生产。 灰可器品种有灰可大、灰可二、灰可工，灰可饭 4 个类别，规格分

别是:灰可大，口径 16.6 厘米，底径 7.5 厘米，外高 6.9 厘米，内径 5.6 厘米，重量 6.9 市

两;灰可二口径 14.1 厘米，底径 6.1 厘米，外高 6.3 厘米，内径 5 厘米，重量 4.4市两;灰可

工，口径 12.1 厘米，底径 5.5 厘米，外高 5.4厘米，内径 4.3 厘米，重量 3.3 市两;灰可饭口

径 11 厘米，底径 4.3 厘米，外高 5 厘米，内径 3.9 厘米，重量 3.1 市两口
兜碗(斗碗) 器型，撇口偏矮。 其外高与口径一般为 1:3.175 0 规格按其口径大小，

从 5 英寸 -10 英寸，分为 6 种型号。 如 :10 英寸兜碗，又称特号斗碗，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2.3 厘米，外高 8 厘米，内深 6.8 厘米，重量 15 市两。 5 英寸 (5 号)兜碗，口径 12.7 厘米，

底径 6.1 厘米，外高 4 厘米，内深 3 .4厘米，重量 3 市两口
石榴碗 形状似石榴花，为少数民族特需品种。 造型撇口夸肚而略深，按其口径大小

分为 7 种规格，依次名品碗、顶碗、或碗、大碗、工碗、汤碗、饭碗。 如石榴品碗(特号石榴
碗) ，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 1. 5 厘米，外高 11.3 厘米，内深 8 厘米，重量 30 市两口 石榴饭

碗(6 号石榴碗) ，口径 10.8 厘米，底径 4.9 厘米，外高 5.9 厘米，内深 4.5 厘米，重量 3.2 市

两。

锅碗亦称戈碗，器型似锅，直口半圆而坦。 规格有锅三大、锅四大、锅工、锅汤口 以

三大数量为多。 三大又按其外高分为全高锅三大、半高锅三大和普通锅三大 3 种型号。

半高锅三大碗(3 号半高锅碗) ，规格口径 14.4厘米，底径 5.8 厘米，外高 5.6 厘米，内深 4

厘米，重量 4.5 市两口 全高锅三大碗(3 号高锅碗) ，规格口径 14.4厘米，底径 6 厘米，外高

6.5 厘米，内深 3.8 厘米，重量 4.7 市两口

正德碗 明正德年间始烧制，故称"正德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称东方碗，后恢

复其名，出口瓷称反口 o 其器型口沿外撇，腹部宽深。按其口径大小依次分品碗、顶碗、武

碗、大碗、工碗、汤碗、加大饭碗、饭碗、小饭碗 9 种规格。 如正德品碗，口径 25 厘米，底径
9.5 厘米，外高 10 厘米，内深 8.1 厘米，重量 19 市两。 正德小饭碗，口径 10.8 厘米，底径 4 • 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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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外高 4.9 厘米，内深 4 厘米，重量 2.1 市两。

宫碗 为皇宫用器，故称"宫碗"创烧于明宣德时期。 口沿微撇，腹部宽深，外观端重

而又实用，多为青花。

罗汉碗 "文化大革命"时一度称立新碗，出口瓷称平口 。 器型略高、直口而肚部较丰

满，形似罗汉的大肚而得名 D 其规格有大、工、汤、饭 4 种型号。 如罗汉工碗 (4 号立新

碗) ，口径 12.7 厘米，底径 5.6 厘米，外高 6 厘米，内深 4.6 厘米，重量 4 市两。 罗汉饭碗(6

号立新碗) ，口径 10.2 厘米，底径 4.6 厘米，外高 5 厘米，内深 3.8 厘米，重量 2.5 市两。 其

装饰以蓝连，青花、玲珑、贴花、新彩等品种为常见。

瑛碗亦名"高脚碗" "文化大革命"时一度称向阳碗，后恢复其名 o 器型直口尖底，

并有用手可抓住的高脚。 规格从 3 英寸 -9 英寸(口径) ，分 11 种型号。 如 9 英寸瑛碗(1

号向阳碗) ，口径 22.9 厘米，底径 11 厘米，外高 10.5 厘米，内深 8.3 厘米，重量 23 市两。 4

英寸瑛饭碗(9 号向阳碗) ，口径 10.2 厘米，底径 5 厘米，外高 5.8 厘米，内深 4.9 厘米，重

量 2.8 市两。

荷叶碗形似荷叶而得名 D 造型撇口夸肚而体矮，边缘起伏，碗面坦张，像初出水的

荷叶。 按其口径大小，分品、顶、二、大、工、汤、饭等 10 种规格。 如 10 英寸(特号)荷叶品

碗，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 1. 7 厘米，外高 7.7 厘米，内深 6.3 厘米，重量 16 市两口 4 英寸 (8

号)荷叶饭碗，口径 10.2 厘米，底径 4.4厘米，外高 3.6 厘米，内深 2.7 厘米，重量 3 市两 口

荷莲碗 是维吾尔族喜爱的日用器皿。 撇口夸肚，并有可用于握住的高脚，因形似莲

蓬而得名 。 有大、工、汤 3 种规格，如荷莲大碗(3 号荷莲碗) ，口径 17.1 厘米，底径 8 .4厘

米，外高 8.3 厘米，内深 6.4厘米，重量 9 市两。 荷叶汤碗(5 号荷莲碗) ，口径 12.7 厘米，

底径 5.8 厘米，外高 6.5 厘米，内深 5.3 厘米，重量 4.4市两。

盖碗 始于南朝，盖大于碗，清代为了品茶需要，大量制作盖碗，但一般盖小于碗。 品

种有木鱼盖碗、四方盖碗等口 规格有大号、二号。 大号木鱼盖碗(长)口径 24.7 厘米，底径

21. 4 厘米; (宽)口径 19 .4厘米，底径 17 厘米;外高 15.5 厘米，内深 12.6 厘米，重量 79 市

两口

歪碗 明宣德年间始制，撇口，直壁折腹，腹下部突起两道弦纹，带圆顶盖，盖内与碗

心的青花款识对铭。 其装饰品种有青花、袖里红、红袖、青花红彩、蓝地白花及仿汝轴等。

鸭碗 以椭圆形为多，故又称"椭圆形大碗"。 它并不一定盛鸭，是常盛牛肉、土豆等

荤、素菜的大菜碗，又称"素菜斗鸭碗一般作餐具配套品种使用。

汁斗 又名"沙司船"、"酱汁斗是装调料的器皿。 "汁斗"有二种形状，一种是扁长

椭园形，两端尖，如元宝形斗，下连一椭圆形托盘，使用时用勺蘸酱汁到食物上;一种是椭

圆形有流有把，似大奶缸的矮陶瓷器皿，使用时可端起，将酱汁倒在食物上。

此外还有庆口碗、金菊碗、鲜花碗、水碗、皮碗、折边碗、苏联碗、金钟碗、庆兴碗、大众

碗、欢春碗、四方碗、八角碗、博古碗等品种。 每种之中，有品碗、顶碗、二碗、大碗、工碗、汤

碗、饭碗或大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5 英寸、6 英寸、7 英寸、8 英寸、9 英寸、 10 英寸等

不同的规格。 有青花、玲珑、色袖、新彩、粉彩等不同的装饰方法;有山水、人物、花鸟、珍禽

瑞兽或各种图案不同的装饰画面。 每一种碗中，一般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规格的具

体品种，若细化到按其装饰方法和装饰画面来划分，则有数以百计的具体产品名称。

.1 景德镇碗类造型丰富，其变化多在碗口上，碗口共有 5 种式样:直型口，碗口部向外呈
三
六
八



中
国
班
都
·
景
德
镇
南
键
业
志

日用瓷品种

斜直线的一种碗类，如罗汉碗、灰可器、蓝边锅碗、斗碗等;内曲线口，碗口采用曲线形式，

如莲子碗、瑛碗等，碗口略向内敛;外曲线口，瓷业上称"法口"它是在主体线即碗腹部的

内曲线到口沿时线型又向外转的一种口型，这种口型秀丽而有韵味，如荷叶碗、鲜花碗、金

钟碗、石榴碗等;折边口，是碗边向外，有明显的折痕;莲瓣口(葵瓣口) ，碗口沿边呈凹凸莲

瓣或葵花瓣状，多为六瓣、八瓣、十瓣不等;此外还有锁口(敛口)碗等口 碗口部边缘，根据

需要有不同的形状，基本有圆、尖、方等几种结构形式。 景德镇的碗类造型无论是明、清两

代，或是现代生产的饭碗，其口部和底足部分的加工比较严格。 碗足造型有矮足、高足和

窝足 3 种式样口 足圈部分比较厚，并保持一定的高度，故盛装饭和汤时，端拿起来不容易
烫手，使用很方便。 景德镇生产的碗类腹部多采用各种不同的内曲线组成造型，其形象饱

满，容量相应比较大，如正德碗、窝式碗、罗汉碗等。

瓷器品种·第一章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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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碟是日用瓷中的大宗产品，其中又以平盘、汤盘、托盘等为主要品种。 盘碟类的器

型主要特征为敞口、浅腹、平底或圈足，常见的有翻口斜壁形的底盘，直口弧腹短圈足盘，

委角方盘、葵口瓣盘、折边盘、正德盘、锅式盘、荷口盘、异形盘和象形盘等。 景德镇盘类生

产始于五代。 宋代代表器形有圆口盘、葵口折腹盘和青花袖里红装饰的大圆盘等;元代典

型器形有折沿盘(折沿、圈足、砂底)、菱口大盘(口沿形似菱花状) ，莲瓣式盘等。 明代器形

品种更多更精致，如明成化烧制的"孔雀缘袖青花莲鱼纹盘"高 5.05 厘米，口径 23.5 厘

米，底径 15.15 厘米，盘底楷书"大明成化年制"款;宣德时期生产的"青花缠校莲尺 4 折边

盘高 8 厘米，口径 40 厘米，底径 25.8 厘米，其胎质细，沙底细如绸。 瓷袖精细，轴面有

一层桔皮坑，青色浓艳。大盘的底足浅，内底足作斜坡状;清代品种类别极为丰富，生产盘

类 7 英寸、8 英寸居多，超过一尺的较少。 其器型以圆为主，也有方、椭圆各式，盘口有唇

口、葵口、菱口、菊瓣口、莲瓣口、板沿各式，产品均以色袖和彩绘品种为常见，盘底书年款。

1949 年后，盘类传统产品继续生产，创新品种增多，用途上分有茶盘、果盘、鱼盘、鹅

盘和合盘等种类;形状上分有斗沿、撇沿、正圆、椭圆之分;装饰上有粉彩、青花、玲珑、色袖

不等，计有 28 个系列 180 个品种。

折边盘 盘边有明显的折边，较平坦的称"浅折边深的称"深折边"。 还有一种小折

边的古"铜锣盘"一般作艺术彩绘盘。 折边盘是用在段线组成，盘边和盘足部分主要采用

直线，由腹部曲线边接这两直线。 浅盘折边长与腹部短曲线以及足圈短直线成对比;深盘

折边和腹部曲线距离基本相等自二线与足圈线形成对比;铜锣盘折边短线和足圈短线与腹

部长曲线形成对比和节奏。

平盘 造型浅平，有折边式与锅式之分，口沿一般多为圆形或荷口型、方型、品式、半

浅式、翻边式、锅式等式样。 规格一般采用英制，以 5 英寸~1O英寸为常见。 如 :10 英寸

圆口平盘，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5.8 厘米，外高 2.3 厘米，内深1.4 厘米，重量 1 1. 5 市两，

5 英寸圆口平盘口径 12.7 厘米，底径 7.8 厘米，外高1.2 厘米，内深 0.6 厘米，重量 2.2 市

两。

汤盘 盘边翘角略高，式样有圆口、荷口等。 规格有 10 英寸 ~5 英寸不等。 如 10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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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荷口汤盘，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2.5 厘米，外高 5 厘米，内深 4 厘米，重量 1 1. 3 市两。 5

英寸荷口汤盘，口径 12.7 厘米，底径 6.3 厘米，外高 2.6 厘米，内深 2 厘米，重量 2.2 市两。

正德盘 有尺八、尺六、尺四、尺二、满尺，九英寸、八英寸、七英寸、六英寸、五英寸、四

英寸、三英寸、二英寸半、无托等规格。

异形盘 异形盘呈不规则造型。 象形盘也是异形盘的一种，主要盘形模仿大自然界

动植物等形象加工设计而成。 如鱼形盘、叶形盘、果形盘等赏用结合的盘式。

坝盘 亦称"高足盘" 。 盘面为浅锅形，口沿微外撇，盘心平坦，盘底附有空心喇叭状

高脚，下端有直径较大的底盘相托，造型稳定灵巧。 有大、中 、小 3 种规格和 9 英寸 ~4 英

寸 6 种规格。 如 9 英寸高脚水果盘(坝 9 英寸) ，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1 厘米，外高 10.3

厘米，内深 2.8 厘米，坝高 5.8 厘米，重量 25 市两口 4 英寸高脚水果盘(坝 4 英寸)口径

1 l. 4 厘米，底径 5.2 厘米，外高 6.4厘米，内深l. 1 厘米，坝高 4.4厘米，重量 5 市两。

鱼盘 主要用来装鱼。 椭圆形，有平坦阔边和锅型深凹两种造型，规格采用英制， 18

英寸 ~7 英寸规格不等。 式样有长鱼盘、宽鱼盘等，如 :18 英寸腰鱼盘(长)口径 45.7 厘

米，底径 32.9 厘米，外高 4 厘米，内深 3 厘米，重量 5.2 市两 ;18 英寸宽鱼盘，口径 30.4厘

米，底径 19.2 厘米。

锅盘平口深腹，盘边向上，平口、底平，造型饱满、稳定，容量大于同尺寸的其它盘

类，规格采用英制 。 如 5 英寸锅盘，口径 14 厘米，底径 7.6 厘米，外高 2.4厘米，内深l. 5

厘米，重量 2.5 市两。

和合器 深腹，盘口突棱一周，附盖，可以防尘，又可保暖，规格采用英制， 9 英寸 ~5

英寸不等。 如 :9 英寸和合器底口径 25 .4厘米，底径 13.5 厘米，外高 5.8 厘米，内深 4.5 厘

米，重量 12.5 市两。 9 英寸和合器盖口径 23.5 厘米，底径 8 厘米，外高 6.4厘米，内深 3.7

厘米，重量 12.5 市两口

赞盘 亦称拼盘，始于明代。 由各种形状和数目不等的小盘拼凑而成，少者 5 个，多

者达 20 多个，成圆形，四方、六方、八方或叶形，牡丹形、梅花形、莲花形、葵花形、菱花形等

多种式样。 以三彩、五彩器最为多见。

盏托 亦称"茶托"、"茶盘"是一种和茶盏、茶碗配套使用的托盘，始于南朝 。 盏托式

样繁多，茶盘形圆似盘，盘中心有作为承托的凸起的圆圈( ep托口) ，以承盏，边沿向上卷，

中呈空心盏状，高圈足外撇，一盘托 4~6 只耳杯。 茶托(碗托)一般较矮，口沿卷曲作荷叶

形，茶碗则作花瓣形，加以袖色青翠。

此外，还有茶盘、月心盘、鱼格盘、秋叶盘、鹅盘等种类。

碟 碟与盘类同，其区别仅在规格大小，大者为盘，小者为碟，5 英寸以上为盘，5 英寸

以下为碟。 有圆形、葵瓣形、多角形、异形等式样。 有四方格碟、围碟、三头牛油碟、月心

碟、圆口碟、荷口碟、埃克碟、毛巾碟、香烟碟等品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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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杯第三节

杯且是一种饮茶、饮酒的容器。 器型很多，形状各异，有撇血口、直口、敛口，有附把、

带盖、无盖、高足等品种。景德镇唐代就有茶杯，宋代品种有茶盏、托杯等。 明代杯盎品种·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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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1 高足杯

第五篇

造型各异，有永乐制作的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饮酒用的鸡缸杯，有形呈斗状的方斗杯和

胎质很薄的卵幕杯，还有各式高足杯及九龙公道杯等。 清代品种更多，以直口深腹或浅

腹，圈足，器腹附把，带盖或元盖的器型为常见。 其中顺治朝的莲实之彩吸杯别具一格，该
杯由莲实、莲叶、莲茎三部分组成，莲实与莲叶交互相莲状，莲茎细而中空，以口就茎吸流

汁为饮，故名吸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杯、酒杯的品种发展到 15 个系列 102 个品种。 金瓜茶杯、

大矮水筒以及汉酒、令且等传统产品继续生产。 发展了金菊茶杯、玉兰茶杯和虎酒杯等新

品种。 1985 年仍在生产的有金菊杯、玉兰杯、竹节杯、花兰杯、可口杯、可乐杯、正德杯、石

榴杯、大矮杯、莲子杯、白玉杯、新梅杯、卫生杯、嗽口杯、直纹杯、银柱杯和中山水筒等品

种。 杯的造型有的有柄有盖，有的无柄元盖，容量规格为大、中、小 3 种 。

金钟杯有盖，敞口，深腹，形如一口倒置的小形铜钟而得名 。 有

大号、二号、三号等规格。 如大号金钟，口径 9.2 厘米，底径 6.4厘米，

外高 10.5 厘米，内深 9.6 厘米，重量 7.2 市两。 三号金钟杯，口径 7.6

厘米，底径 5.1 厘米，外高 7.7 厘米，内深 8.6 厘米，重量 4.2 市两。
高足杯 又称马上杯、靶杯和高柄杯，饮茶、饮酒或盛装果实之

用。 始于元代，上为碗形，口微撇，深腹，下有柄，柄呈圆柱形或喇叭形

和竹节形，近底处较丰满口 还有杯体可旋转的高足转杯。 其规格有

大、二、小号。

公道杯 是古代进贡皇上欣赏玩乐的装饰精致的工艺瓷，明朝时期盛制于景德镇。

民国时期一度失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利用虹吸原理使公道杯重现艺坛。 公道杯的

中间有一块荷叶盘与下面的空心底座相连，盘的中心有 5 个空眼，直通下面的空心底座。

如倒在上面杯子里的酒过满，酒就会通过那 5 只小空眼往下流到底，将杯子里的酒全部漏

光。 故将此种漏水杯称"公道杯飞九龙"公道杯"的通身绘有 8 条龙，再加上杯中一条雕

塑而成的龙就构成了"九龙"\，故取名"九龙杯"

饭贝 泡茶用杯口 有 2 头庄饭贝，分大庄饭贝、二庄饭贝 2 种 ;β3 头马蹄贝，分饭贝、

茶贝、参贝 3 种 ;β3 头正德贝，分工贝、汤贝、饭贝、参贝 4 种 ;β3 头车贝，分工贝、汤贝 2 种 。

如:正德工贝底口径 1口3.6 厘米，底径 4.9 厘米，外高 5.9 厘米，内深 5 厘米，重量 3.8 市两口

正德工贝盖口径 12.5 厘米，底径 4.5 厘米，外高 3.7 厘米，内深1.6 厘米，重量 2.8 市两。

车工贝盖口径 12.3 厘米，底径 4.6 厘米，外高 4.1 厘米，内深1. 9 厘米，重量 3 .4市两 D 车
工贝托口径 17 .1 厘米，底径 10.3 厘米，外高 2.9 厘米，内深 2 厘米，重量 4.5 市两。

马蹄杯 以形似倒置的马蹄而得名 D 明代制作，清代盛行，敞口、削腹，平底内凹 。 以

回青、洒蓝、孔雀蓝、白轴等装饰品种为常见。 马蹄杯口径 7 .6 厘米，底径 7.1 厘米，外高
8.9 厘米，内深 8.6 厘米，重量 4.2 市两。

耳杯 耳杯腹较浅，底较小，平面作椭圆形，两侧附新月形耳，常与托盘一起使用。

奶缸 亦称奶血，是咖啡具的配套中的一个品种，其形象一个大口杯，为了斟奶方便，

附把，并在把手的对方特加一个 U 形嘴，奶蛊器型较高，端起来不容易荡出奶，把手比壶

把小，而大于杯子把，奶且有加盖的，也有不加盖的。 奶血的品名一般以配套的咖啡具品

名吻合。 有银环奶血、春笋奶血、萌芽奶且等品名，其规格有大号、小号。

且 与杯造型、特点一致，只是容量比杯小口 习惯上一般大者为杯，小者为且，大多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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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把杯称为血。 此种杯使用存放方便，饮茶后可以摞叠口 有法口血、大肚血、江血、可

血、汉令、石榴血、玉兰血、石榴令、玉兰令等多个品种。 如:茶血，器型较小，器身较深，器
壁成斜直形，撇口，玉壁形碗足，器身小而轻巧，敞口浅腹。 如正德茶血口径 9.2 厘米，底

径 3.3 厘米，外高 4.3 厘米，重量 1. 5 市两口 荷叶茶血口径 8.9 厘米，底径 3.5 厘米，内深

2.5 厘米，重量1. 9 市两。

圭

亚第四节

壶是茶具、咖啡具的主体件，细颈的盛液汁，粗颈的盛粮食及其他物品，部分器物亦可

作卫生用具。 景德镇产壶始于五代，主要品种有执壶、注壶、龙首壶、凤首龙柄壶、龙柄凤

头壶等。 到宋代其品种有新的发展，如瓜棱壶、葫芦壶 、温酒壶、提梁壶、狗头壶等。 元代

有四系扁壶、多穆壶等口 明代有僧帽壶、梨壶、扁平大壶、鸡心壶、茄式壶

等。 清代，壶类品种更多，形状各异。 民国时期经常生产的壶类有油壶、

茶壶、酒壶、便壶等，壶的器型各异，有小口长颈，或大口短颈，圆腹或扁

腹，平底，假圆足，圈足或附三足等形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到

20 个系列 1∞多个品种。

注子 古代盛酒器具。 基本特征是在腹部的一侧按流，另一侧附柄，

但各时期的器型不同，唐代中期多鼓腹，盘口短颈，短流，流作六角形、八

角形或圆形。 宋代器身趋向瘦长，以瓜棱形为常见，流口和柄等高。

执壶 又称端壶。 中唐时期出现的一种盛酒或液汁的用具。 腹部一 图 5-2 执壶
侧安把柄，另一侧附流。 中唐的执壶，喇叭口，短嘴，嘴外削成六角形;腹

部硕大，把手宽扁，壶的重心在下部。 晚唐执壶的形状存有明显的改变，颈部加高，嘴延

长，孔加大，椭圆形腹上有 4 条内凹的直线，美观而实用。 五代时流与口平，容易增大，壶

底由唐代的平底改成圈足，壶身以椭圆形为多。 宋代执壶，壶身多呈瓜棱形，流口及柄等

高，柄较长，更为实用 。 元至明初的典型器以玉壶春瓶为壶身，流较宋代长，与壶口平行略

向外倾斜，柄与流对称等高或稍低，器身有高大与矮小之分。 明代嘉靖时期演变为长颈、

扁腹、高圈足外撇。

无柄壶 又称藏草壶。 明代永乐烧制的青花瓷器，口外卷，细颈，圆腹，至足大展，呈

喇叭状，上饰弦纹，器腹附细长流。

扁壶 器腹扁而名，用于盛酒和装水。 系直口扁圆腹，下装扁圆形圈足，腹部划花。

元代景德镇烧制的四系小口扁壶，器型为小口、圆唇、圆肩、扁长方腹，平底，肩部的纹饰以

龙、凤、膜麟 、孔雀等为常见。 出土于北京大都遗址的凤首扁壶系景德镇制造，是这个时代

的特殊壶式之一，器身扁圆形，以风头为流，凤尾卷起作柄，用青料在器腹口绘展翅飞翔的

凤。 扁壶现代仍继续生产，一般器型较小，为饮酒之用 。

卧壶 又称扁平大壶，明永乐年制。 壶作圆形，一面鼓腹，一面砂底无袖，中心下陷有

脐，两侧或凸起花朵，或双系活环为饰。一侧有流，小口，加盖。

葫芦壶 宋代制，器身为葫芦形，短直的流贴附在下截圆腹上侧，另一侧有束带形曲

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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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棱壶 宋代始制 。 器身作瓜棱形，肩一侧有变曲的细长流，另一侧贴附扁形曲柄，

造型秀丽动人，且形体变化较多。

多穆壶 满蒙少数民族盛放乳汁的器皿，多见青白轴器，始于元

代。 器形如竹筒，于上半截出一流，顶略同僧帽，向流一边斜矮，向背一

边峻高，器身有凸弦及装饰。 清代景德镇仍有烧制，现代仍有仿制品，

其装饰除茶叶末描金外，尚有素三彩等品种。

提梁壶 始于宋，流行于明清，以肩部附提梁而名 。 器型浑圆，提

梁壶无把，但肩部附有提梁，其中又分为活动提梁和固定提梁两种。 活

动提梁壶，壶体稳定、简朴。 壶身以直筒型为主，其上部附加两个对称

的瓷耳形环，用金属或藤质材料做活动提梁，便于在生产劳动中使用。 图 5-3 提梁壶
固定提梁壶是用壶身的统一原料做提梁。 提梁附加在壶体上部与壶体连结在一起烧成，

成为统一体，可以提拿，这种提梁式柄是一种新的装饰方法，显得稳重而古雅。 其缺点是

工艺制作难度大，不好包装，提梁容易碰断、残缺。 其规格 20 件- 1∞件不等。 如 1∞件

(1号)提梁壶，口径 1 1. 1 厘米，底径 18 厘米，外高 23 .4厘米，内深 21. 5 厘米，重量 55 市

两。 20 件 (8 号)提梁壶，口径 6.8 厘米，底径 10.2 厘米，外高 12.3 厘米，内深 1 1. 4 厘米，

重量 10 市两。

梨壶 明洪武始见，壶身为梨形。 永乐青花梨壶，圆口、矮颈、圆腹、弯流、曲把、矮圈

足、尖顶盖。 成化梨壶器身略长，盖面为拱顶。 现代梨壶造型各异。

方壶 清道光时产品 。 器身为长方梯形几何体，有流柄盖，造型典雅。

龙首壶 以流作龙首而名，唐代制作，喇叭形口，鼓腹、平底、执柄，柄作龙尾状。 从口

沿经腹部至壶把，盘旋一条长龙，在壶的腹部，前后堆贴团花图案，左右堆贴团龙图案。

竹节壶 又名"招子壶清乾隆时产品，以壶体似一截茅竹而得名，有盖和壶嘴，无

·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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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

划字壶

工艺精湛。

盘口壶 口成盘形，底为平底或微内凹，上腹特大或腹部修长，肩部附双系。 其演变

趋势是通体由矮小发展到高大，盘口逐渐高起，颈由短到长，腹部由圆发展到椭圆。 其种

类有盘口长颈壶、盘口穿带壶等。

卤壶 以盛卤汁而名 。 流行于明清，以明洪武、永乐、宣德制作最佳，壶式造型多样。

其中器把呈竹节形的又称"竹节靶罩盖卤壶有红袖、杂袖彩、青花及臼袖等制品。

鼻烟壶 为少数民族多用。 是装粉末烟料的小瓶，烟粉以鼻吸之，可避痒气，是元嘴、

把的小资壶，多为敛口 D 壶体多扁平、椭圆，也有圆形和浮雕形式的。 口部壶塞为瓷质。

有的在壶塞底部安装用软质材料(如象牙、骨质、塑料等)做的扁平长签，用以挑取烟粉。

便壶 亦称"虎子"卫生洁具，因其形似卧伏之虎而名 。 器形横成圆筒体，并有一向

前凸出微翘的圆形口，背上装提梁。

花浇 浇花用器，各个年代其造型不一。 明永乐花浇颈长、腹圆、浇口圆形。 宣德时

花浇颈较短，腹稍扁，柄为宽带式。 清雍正朝出现一种新造型，浇口作窄流，颈细且长，肩

腹下饰为菊瓣纹，现代花浇器型规格较多。

1950 年后，景德镇壶类产品的式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设计了许多新的壶类造

清康熙时流行。 壶体窄扁方棱，以福、禄、寿三字形分别组成，字划间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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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其品种繁多，除以上传统产品继续生产外，还发展了汽球壶、桃壶等许多新品种。 现日

常生产的有柿果壶 、百合壶、西字壶、宜兴壶、元壶、金钟壶、长方壶、宝球壶、东风壶、莲子

壶、玉带壶、鹰嘴壶、扎壶、批把壶、木瓜壶、花兰壶、宜兴壶、字壶(福字、寿字、喜字)、猫壶

(立式、卧式)、狗壶(立式)等。 这些壶有高、中、矮、扁、圆、方、楞和上大下小、上小下大，上

下小、中间大，上下一样等各种形状的造型。 规格是以"件" \ "合"、"号"来区分大小，

"件"数最大的 l∞件，最小的 5 件。 "合"最大 10 合，最小合半。 "号"数大的壶大，号数小

的壶小。

壶类造型有高、中、矮 3 种，通常以中、高型为多。 其特点是使用时壶体重心与手接

近，端起来轻松，壶体占桌面积小，壶身挺拔秀美、变化多。 壶顶有有顶的、也有无顶的，壶

盖有平盖、凹盖、截盖、压盖、大顶盖 5 种口 壶盖直径一般在 7 毫米 -8 毫米左右，最大不

超过虎口(即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 壶嘴一般有直型和弯曲 2 种，直型嘴出水快，弯曲

型嘴下部与壶体连结处较大，然后向上逐渐减细，呈 S 形管状，壶把起端壶作用，也可装饰

美化壶体，近年来景德镇在壶把的造型设计上有独特的创新，除采用耳形把和倒耳把 2 种

外，还设计了新颖别致的"3"字形把、"7"字形把和"9"字形把，增添了壶体外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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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第五节

匙即汤匙，又叫调羹、汤瓢，因其在生产时是用泥针顶住烧成，又叫针匙。 1980 年初

试制成功一种不用泥针顶烧，柄上有一小孔的吊烧汤匙，由于它解决了背面元泥针脚，光

滑元碍，颇受消费者欢迎，有的企业批量生产，尤其高档资以此品种配套。 主要用作吕取

食物。 器型为椭圆形，有长形把柄，可以平放。一般按用途命名 。 如饭匙、汤匙、参匙。 饭

匙最大，参匙最小。 汤匙有加大、加二、大号、2 号、3 号之分。 如:加大调羹，口径 5 厘米，

底径 3.1 厘米，外高1. 5 厘米，内深1. 1 厘米，柄长 14 厘米，重量 0.76 市两。 大饭调羹口

径 8.1 厘米，底径 5.3 厘米，外高 2 厘米，内深1.4 厘米，柄长 22 厘米，重量 3.8 市两。 参

调羹(6 号)口径 3.1 厘米，底径1. 8 厘米，外高 0.8 厘米，内深 0.6 厘米，柄长 8.5 厘米。 重

量 0.16 市两。 匙有 12 个系列 14 个品种。

汤锅饭古第六节

品锅 亦称"汤锅大型中西餐具的配件之一。 多呈圆形，上大下小，有翻口厚边，有

盖也有无盖品锅，两侧有把手，便于端动，有的盖沿有放匙的缺口，品锅共有 6 个系列 20

个品种。 其中有的分大号、二号、三号、四号规格。 一般容量在 18∞毫升左右。 装饰上有

青花、新彩、粉彩等。 如 1 号品锅底径 27 厘米 -5 厘米，底径 15.9 厘米，外高 9.2 厘米，内

深 7.6 厘米，重量 25 市两; 1 号品锅盖，口径 24.8 厘米，外高 6.7 厘米，重量 12 市两。 4 号

品锅底口径 21 厘米，底径 1 1. 9 厘米，外高 7 厘米，内深 5.3 厘米，重量 13 市两 ;4 号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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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口径 18.8 厘米，外高 5.2 厘米，重量 6 市两口

饭古 器型有号大、二、三、四、五 6 种规格。 大饭古的口径 18.6 厘米，底径 13.7 厘

米，外高 15.1 厘米，内深 14 厘米，肚大 21. 3 厘米，重量 34 市两。 五号饭古口径 10.9 厘

米，底径 7.3 厘米，外高 8.8 厘米，内深 7.8 厘米，肚大 12.5 厘米，重量 9.4市两。

瓷器品种·第一章第五篇

罐坛第七节

坛、罐是一种盛器，其用途很广，既是实用品，又可作陈设资。 坛、罐造型本属一类，容

易混同，因此，没有准确的称呼。 其造型特点均以圆形为主，饱满、粗矿，给人以浑厚、朴实

之感。 坛形体较大，高、宽的尺寸悬殊，口径、底径较小，便于存取物品和密封保管，多不加

盖;罐形体比坛小，属矮型，高、宽尺寸相差不大，口径、底径较大，便于存取物品，一般有

盖。 坛、罐的器型多样，多以几何造型，圆型、多角形和自然形为主，有敛口深腹圆鼓，圆肩

或折肩，有大口，短颈，深圆腹，有高领鼓腹，短颈鼓腹等，式样其底部均为平底或圈足，其

肩部有单耳、双耳、三耳及无耳之类别。 景德镇制坛、罐的历史较早，宋代有瓜棱罐、天字

罐;元代有荷叶盖罐、直口罐、明代器型更多，有法轮式罐、壮罐、梅瓶罐、双耳罐、陈蝉罐、

鸟食罐等，清代生产品种，器型亦十分丰富，以彩绘和各种单色轴制品为常见。

1949 年后，坛、罐的生产品种既有传统产品，又有新的品种。 坛有 11 个系列 68 个品

种;罐有 3 个系列 15 个品种 。 在规格大小上，大者为坛，小者为罐。 日常生产的品种主要

有天字坛、冬瓜坛、宝珠坛、腰鼓坛、花鼓坛、花篮坛、鸡心坛、喜字坛、球磨坛、三系坛、四系

坛、泡菜坛、饭古等，其中喜宇坛、冬瓜坛、宝珠坛、饭古等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罐的种类

亦很丰富，一般分为有盖和元盖两种，有盖的如将军罐、参罐、饭罐、药罐等，元盖的如鸟食

罐、蟠蝉罐、水罐、油罐、盐罐和盛放糕点的糖罐等。 坛、罐的装饰画面，明快简炼，别具风

格，即带有传统色彩，又具民族特色，其轴面有青花、袖里红、粉彩、新花等，画面有花鸟虫

鱼、山水人物等。

罐

荷叶形盖罐 元代始作，因盖作荷叶形而名 。 器腹多压印竖条状

纹，其盖沿的荷叶边曲线起伏平缓，纽较低。 明宣德时，盖沿起伏较大，

盖纽隆起，主要有彩绘和印花等饰。

直口罐 是元青花瓷中常见的罐式，直口溜肩，肩以下渐广，至腹部

最大处内收;平底，一般口径大于足径，也有口径与足径相等的，整个造

型显得肥矮。

壮罐 明宣德始制作，口底相当，腹颈略大，呈高筒状，轴面肥润，似

有垂流，器身饰以青花海水锦纹，轴面平整。

粥罐 始于康熙，通体矮圆，腹部两侧各置二系，可穿铜环，以便提
图 5-4 盖罐

携。

将军罐

生产。

糖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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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器盖形似古代将军盔帽得名，始见于元代，以康熙生产最盛，至近现代仍

亦称糖缸，是咖啡具配件中的一个品种，主要用途装糖。 其造型多样，一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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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件中的壶相似。 糖罐有 2 种型号，即有两个对称把手的糖罐，也有没有把的糖罐。 糖
罐的名称一般以配套的牌号或装饰称名，如春笋糖罐、异小莲糖罐、银环糖罐、青花玲珑糖

罐等，糖罐的规格有大、有小，如大号琵琶糖罐口径 7.2 厘米，底径 6.8 厘米，外高 12.3 厘

米，内深 10.8 厘米，肚大 10.1 厘米，重量 8.1 市两，容量 550 毫升。 青花玲珑 2 号糖罐，口

径 4.7 厘米，底径 4.4厘米，外高 7.8 厘米，内深 7.3 厘米，肚大 6.9 厘米，重量 3 .4市两，容

量 180 毫升口
鸟食罐 养鸟喂食的小罐。 器型十分丰富，有平底罐，也有尖底如鸡心状的吊罐，罐

上均附有一双小瓷环，用它系挂在鸟笼上，小巧玲珑十分精致O 景德镇的鸟食罐首见于明
宣德青花器中，其器型有腰鼓、元宝和孟等式。 除传统的品种外，还有水罐和粟罐。 罐式
有帽筒式、棋子式，小如银杏。 如帽筒式鸟罐，口径 3.2 厘米，底径 3.2 厘米，外高 5 .4厘

米，内深 5 厘米，重量 0.55 市两。 棋子式鸟罐，口径 3 .4厘米，底径 3 .4厘米，外高1. 8 厘

米，内深1.4 厘米，重量 0.2 市两口 其装饰有脂红、天青诸色等。
略埠罐 明代早期开始烧造。 宣德时盛行鼓状造型，盖下凹，开贯钱形气孔。 蟠、蝉罐

造型多样，方形、圆、扇面、梅花、瓜棱、葵瓣等各式皆备。

坛

天字坛 明代制资，因坛底用青花楷书"天"字款而名，其器形有大、小，高大者形如绍

兴酒坛。 其口大，短颈，肩浑圆，腹略收，平底 。 现景德镇生产的"天"字坛共有 13 种器型

规格，最大的 20 英寸，最小的 2.5 英寸。 如 18 英寸天字坛，口径 14.5 厘米，底径 19 厘米，

外高 39 厘米，内深 37.7 厘米，肚大 27 厘米，重量 88.8 市两;坛盖，口径 18.5 厘米，外高 11

厘米，内深 5.3 厘米，重量 15 市两。 最小的 2.5 英寸天字坛口径 2.7 厘米，底径 3.5 厘米，

外高 6.6 厘米，内深 4.8 厘米，肚大 4.6 厘米，重量1. 3 市两口
日月坛 清康熙时制品，因其凸圆形盖及腹之左右饰半圈形，恰似日月而名 。 器型为

短颈，肩微鼓，腹至底渐内收，底内凹 。

宝珠坛 明成化始制，直口，平肩，圆腹下收，馒头形盖。

鼓坛 清康熙始制，器似鼓形，敛口，无盖，器身上下部环凸对称乳钉装饰，坛身两侧

贴塑兽面衔环铺首，产品延至今有腰鼓坛、花鼓坛等。 其规格有 10 英寸 -2 英寸共 9 种规

格，如 8 英寸花鼓坛，口径 11 厘米，底径 10.6 厘米，外高 20.8 厘米，内深 18.9 厘米，肚大

17 .1 厘米，重量 26.2 市两。 2 英寸花鼓坛，口径 4.5 厘米，底径 3.9 厘米，外高 6.5 厘米，

内深 5.2 厘米，重量1. 5 市两。

冬瓜坛 因器身形似冬瓜而名 。 清道光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

小，大器分有盖与元盖两种，小器均元盖，如大号冬瓜坛器型规格口径 9.5 厘米，底径 12.7

厘米，外高 26 .8 厘米，内深 25.2 厘米，肚大 22.6 厘米，重量 35 市两。 以粉彩器为常见，多

以瓜碟和臼菜等为饰。

喜字坛 亦称青描坛，因器身均用青花描双喜字而名 口 是 70 年代以前结婚陪嫁必不

可少的用瓷，形体饱满，器型规格有大、二、三、四种。 大号喜字坛口径 1 1. 8 厘米，底径

18.7 厘米，外高 28.5 厘米，肚大 25.3 厘米，重量 ω 市两。 四号喜字坛口径 9 厘米，底径

13.7 厘米，外高 21. 2 厘米，肚大 18.7 厘米，重量 29 市两。

瓷器品种 · 第一章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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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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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缸 其器型鼓腹，口大元颈，以敞口、深腹、平底、圆底或下附矮圈足器者为常见。 景

德镇生产缸的历史较早，宋代有盖缸，明、清时有龙缸，专供宫廷使用。 因缸体积大，烧制

难度很大，数量极少。 1950 年以后，缸的生产大有发展，有 7 个系列 39 个品种。 如各种形

状的鱼缸、莲子缸、钵鱼缸、烟灰缸等。 体积有大有小，大型的达千件以上，小型的仅 5 件。

龙缸 明代一种专供宫延使用的姿器，以绘龙纹而得名 。 大口，深腹，形体高大，器壁

宽厚，故有大龙缸之称口 明代瓷缸品种有青花双龙宝相花缸、青花云龙缸、青花四环戏潮

水大缸和豆青色鱼缸等 10 余种。 此物因体形重大，制作与烧造都极艰难，故而烧制需要

高超的技艺。 明嘉靖朝是其制作的鼎盛期，以后屡烧不成，直至清代雍正年在督陶官唐英

的督理下，大龙缸才得以烧制成功。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青袖刻花龙缸就是这个时期的不

可多得的佳器，该缸高 45.5 厘米，口径 40.6 厘米，足径 35.5 厘米。 敛口、圆腹、平底内凹 。

形制宏伟规整，其上用手工剔刻云龙纹样，龙姿态矫健，云飘逸生动。 内外施青袖，袖色青

翠，呈色稳定，代表了中国青瓷烧制技术的最高水平。 复建的"龙珠阁"中陈列着一件明代

正统年间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青花大龙缸，它的最大腹径为 88.5 厘米，口径 71 厘米，高

74.5 厘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资缸。

莲子缸 缸分有盖或无盖两种，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形系等区别 。 从

肩至腹堆塑成凸起的丰肥莲瓣，八瓣和六瓣不等。 莲瓣下露胎，底有圈足口 它运用莲瓣这

个富于装饰的题材，与器型巧妙结合，打破了一般缸的单调呆板的造型。 其规格有 1侧

件、8∞件、5∞件至 30 件不等。 如 1侧件莲子缸(又称特 1 号莲子缸)口径 67.2 厘米，底

径 40.4厘米，外高 61 厘米，坝高 66 厘米。 最小的 30 件(又称 9 号莲子缸)口径 12.7 厘

米，底径 7.4厘米，外高 10.2 厘米，内深 8.9 厘米，坝高 12.5 厘米，重量 8.8 市两。 景德镇

市曙光瓷厂生产的"玉乐"牌莲子缸，器型圆浑端庄，规格整齐统一，瓷质白里泛青，袖面光

泽柔和，色泽一致。 采用了古彩装饰方法，画面装饰明快高雅，富丽大方。

鱼缸 鱼缸略小于龙缸，造型多样，主要有钵鱼缸、青花鱼缸两种产品 。 钵鱼缸最大

的 1∞件(亦称 6 号钵鱼缸) ，口径 17.5 厘米，底径 14.9 厘米，外高 13.5 厘米，内深 12 厘

米，重量 28.2 市两。 最小的 30 件(亦称 8 号钵鱼缸)口径 6.7 厘米，底径 6.7 厘米，外高 9

厘米，内深 8 厘米，重量 7.5 市两。 青花鱼缸规格有大号青花鱼缸，口径 29.5 厘米，底径

17.7 厘米，外高 27.7 厘米，内深 26.2 厘米，肚大 30 厘米，重量 105 市两;二号青花缸，口径

26.2 厘米，底径 16 厘米，外高 25 厘米，内深 23.7 厘米，肚大 26.5 厘米，重量 73 市两。

钵 主要品种有各种不同式样的花钵和盐钵、水钵、擂钵等。 景德镇宋代开始生产花

钵。 花钵的形体多样，以圆形为主，还有四方形、六方形、八方形、海棠形和瓜棱形，以直线

和曲线组合，主要变化在口、足部分口 器型敛圆口，弧形深壁，底有二种，一为细砂平底，一

为元轴线圈足环底，花钵常和花钵托盘配套使用。 民国时期生产的品种有盖钵、花钵、擂

钵等。 1950 年以后，花钵品种大量发展，生产的主要品种有马蹄花钵、石榴花钵、六方花

钵、金钟花钵、四方花钵、八角花钵和各种擂钵、水钵等 6 个系列 口 花钵大的有 3∞件，如

3∞件金钟花钵器型规格，口径 38 .4厘米，底径 20.7 厘米，外高 35.6 厘米，重量 180 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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