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说陶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说陶瓷》

13位ISBN编号：9787500625827

10位ISBN编号：7500625820

出版时间：1997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2年

出版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主编：马未都  王春元著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马说陶瓷》

内容概要

简介：国人对古玩收藏的偏爱，数千年来未有间断。而北宋、清初康乾盛世、清同光时期至民国初年
，更形成全国性的收藏热。
    当今，国泰民安，全国性收藏热再次到来。本套古董鉴赏丛书，展现了当代收藏家的心路历程及经
验得失，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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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陶瓷》

作者简介

京城古玩四大收藏家之一写的陶瓷收藏入门读物
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瓷器投资者的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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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陶瓷》

精彩短评

1、以访谈形式给初学者和外行开个科普讲座的意思
2、很好的入门书，深入浅出又幽默不做作。五星不够，应该打六星
3、好像没再版了？？
4、他会带你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
5、浅显易懂，照片生动！
6、入门级。百家讲坛说陶瓷的蓝本。观复馆杭州分馆什么时候重开？
7、飞机读物
8、马未都刚红那会儿就想看了，前半本比较失望，后半本还是有点儿意思的，马未都鸡贼！后半本
里的预测几乎都成真了
9、小时候看的第一本马先生的书，有趣
10、标型，语录体
11、马未都陶瓷交易故事集，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有点本事也不见能总不湿鞋，没多少本事还
不低头老犟的，那肯定是打眼打到屎。
12、每天3个小时的公交车，让我很快的把这书看完！话语的诙谐和智慧，不止是陶瓷，也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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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陶瓷》

精彩书评

1、以对话的形式，娓娓道来，想讲故事一样，让人不知不觉读完。　　王春元，是那个写《忏悔无
门》的吗？
2、这本97年的探访录的风格和现在马先生在百家讲坛的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诙谐中深入浅出的讲
解了瓷器。 书中给初涉收藏的朋友很多中肯的建议也分享了收藏的真义的看法。 还列出了入门的一
些书籍和遵循的步骤。 后来的一本大众读物－鉴宝入门瓷器篇里－越窑中也是用了这本书中的陈述。
3、1.陶炻瓷陶，唐三彩是有釉的，它是陶。陶瓷的划分是根据物理性质。如含铁量，是否有高岭土，
烧结温度，吸水率，透光率等。   一般吸水率高的是陶。炻，念shi二声。介于陶瓷之间。吸水率低，
而透光率差（透光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比如水缸。瓷，东西方对其认识不一致。瓷器吸水率
低，透光率好，烧结温度高。中国人认为中国是瓷器的发祥地。西方认为中国在汉末至晋期间，才出
现完备的瓷器。2.繁荣的 唐隋唐以后，瓷器大量生产。唐之前，贵族使用多为铜器。陶瓷的发展是由
于经济发展，政府要铜制造开元通宝。禁止民间用铜器。政府提倡加上唐代饮茶的风气，使得瓷器在
唐朝就繁荣起来。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中叶，产区扩大，出现了以地名命名的窑，如越窑
，邢窑，岳州窑，洪州窑。北方邢窑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的青瓷最为著名。虽然如此，唐以前，制瓷业
已有辉煌成就，只是总产量少，不少百姓日常用品。三国时，青瓷的器形已丰富多彩。西晋时，瓷器
器形又增加了鸡头或羊头，人形等。装饰手法采用印，划和堆贴花纹手法。佛教传入，影响瓷器。东
晋瓷器器形由西晋的矮胖向高瘦发展。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制瓷业仍有突出发展。吴越地区青釉瓷
的釉色柔和雅洁。入隋后，青瓷是主流，单北方开始出现白瓷。胎质较白，釉面光润，胎釉已无闪黄
或白中泛青。隋代制瓷工艺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创造了装烧瓷器的匣钵。窑具的变革，为高级精
品提供了条件。唐以前的瓷器，现在能见到，也不是很贵。不是说，年代越久就越贵。古玩值钱，首
要前提是当时它就值钱。当年值钱，以后也会值钱。当时不值钱，以后可能值钱的现象也存在。但是
前者的价值是被普遍认同的。3.越窑秘色唐代的瓷器就是南越北邢。越窑主要产地在浙江上虞，余姚
一带，古越人居住地，战国为越国，唐代是越州。此地产的统称越窑。唐陆羽的《茶经》很推崇越窑
。唐诗有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指的是“越窑秘色”。4.汝官哥钧
定宋代迅速走上陶瓷史的高峰，因为唐朝奠定了基础。宋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就是在唐邢窑白瓷的基
础上兴起的一个瓷窑体系。宋五大名窑，即送汝州的汝窑，北宋汴京和南宋汉州修内司及郊坛下设立
的官窑，宋浙江龙泉的哥窑，宋河南钓台的钧窑，宋定州的定窑。五大名窑以颜色（釉色）说话。与
宋人时尚有关，他们崇尚玉器。汝窑在河南宝丰县，和官，哥，钧同属青瓷系。定窑白瓷口部不挂釉
，有毛口，俗称盲口，皇帝用时常镶金口，称金镶定器。宋徽宗崇尚道家自然质朴审美观，青色的幽
玄静谧正合适，于是弃定用汝。汝窑青瓷胎质细洁，呈香灰色，釉色有淡淡天青色，釉面细密纹片，
如云母片。汝窑及珍贵。汝窑出土至今，全世界不足百件。官窑是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十五年间在京师
自置窑烧的瓷器，与明清官窑不同。南宋沿袭前朝，在杭州另立新窑，专烧宫廷用瓷，史称官窑。官
窑特点是器身开纵横交错的大块纹片，口沿釉薄，胎色较深，透过釉层，泛淡淡紫色。。足际露胎铁
黑色，称“紫口铁足”哥窑遗址为发现。釉色灰青为主。通体满布开片，大小相间，大铁黑，小金黄
，称“金丝铁线”钧窑，始于北宋，金元时继续烧造。主要产品为铜红釉瓷器。釉呈乳浊状，色彩丰
富，又天青，月白，海棠红和玫瑰紫等，交相辉映，绚丽之极。流行至今的较少。定窑，主产地河北
曲阳县一带，白瓷风靡一时。胎质坚实洁白细腻，釉色白种泛黄，有象牙质感。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
和印花三种，花纹莲花，荷塘水波哦游鱼等，印花取材于缂kè 丝图案。宋代民间的耀州窑也很有名
，青瓷胎色灰褐，釉色青如橄榄。器形丰富。以刻花为主的装饰手法，尤为精妙，刀锋圆活犀利，流
畅刚劲，立体感强。磁州窑在河北邯郸磁县。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釉下黑彩彩绘最特色，有水墨画
风格，笔法奔放率意，简练流畅，是制瓷工艺和传统绘画结合的首创。5.元元代重视工匠，免除差役
，职业可世袭，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掌管制瓷事务，使中原的制瓷业渐渐向景德镇集中。当时
除了继续烧青白瓷外，又创烧出卵白釉瓷。青花瓷逐步趋于成熟，釉里红初创烧纸成功，由此奠定景
德镇瓷都的地位。元朝，瓷器装饰手法一个巨变，绘画为主要装饰形式的瓷器占了上风。据考证，南
宋后，磁州窑工匠大量南迁，讲绘画技巧带入景德镇等南方各窑口，由此，景德镇出现了完美的青花
瓷。元代青花瓷，一个奇异现象，从诞生到成熟的时期非常短，青花瓷一出现，从造型到画意就非常
完美。元青花的原料，钴料，有进口料和国产料两种。元代青花瓷造型总的风格是形大，胎厚，掂起
来很重。装饰特点层次多，画面满。层次清楚，繁而不乱。釉里红。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瓷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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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陶瓷》

绘画纹饰，施以透明釉，高温还原，釉下呈红色。元代釉里红初创，工艺掌握不好，红色多不正，常
见晕散，发灰或黑色。纹饰简单。卵白釉瓷器，即枢府瓷。带款识难得，代表了元朝风貌。瓷枕。隋
朝就有。唐后渐多，宋代从质到量都登峰造极，辽金猴减少至消亡。瓷枕，离不开送，宋枕十之八九
为磁州窑。送枕丰富。兽形人形几何形状等。瓷枕为百姓所用，使后人得以窥见宋人的情趣。7.明明
代景德镇，品种多，成就高，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著名的一些彩瓷，如五彩，斗彩，各种单色釉，红
釉，蓝釉，黄釉都从明开始。当时，技术还是规模景德镇都是国际领先。青花瓷在明还是主流。郑和
带回苏麻离青料，使得青花瓷更臻至完美。当时进口青料含锰低，铁高，青花常出黑斑疵痕。明永宣
青花，胎质洁白细腻，釉质晶莹肥厚，改变元人浑厚凝重，多层满花的风格，趋于厚薄适度，优美俊
秀，布局渐趋疏朗。永乐青花压手杯，造型小巧压制，杯口外撇，至于手中恰合虎口。永乐压手杯已
知仅三件。永乐时，元白瓷基础上，创烧白釉瓷器。釉色柔和悦目，给人甜的感受，称甜白。甜白瓷
胎精细洁白，胎壁极薄，清影秀丽，迎光泽透视，可见暗刻花纹和印纹。明宣德瓷器，史称“开一代
未有之奇” 青花，单色釉，尤其霁红三鱼碗等，登峰造极。是明代官窑最盛时期。之后正统，景泰，
天顺三代朝野动荡，未见任何管款瓷器传世，此30年称空白期，黑暗期。成化斗彩。明成化，弘治和
正德三朝，上乘永乐宣德，下起嘉靖，万历新貌，形成独特风格。成化，一改永宣豪放风格，以隽美
见长。其青花，斗彩等精巧可人，人称“成化无大器”。成化瓷器最杰出是斗彩的烧制成功。制法以
青花勾绘轮廓线，施釉烧成后，于轮廓线内填以红，黄，绿，紫等多种色彩。再次入窑低温烧成。釉
下青花和釉上色彩相斗媲美，故名斗彩。斗彩与青花比，显得雅致，比后来的五彩柔和。成化斗彩为
绝代精品。文献记载，神宗尚器，御前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弘治瓷器代表是黄釉瓷器，釉色黄润
娇嫩。因用浇釉方法浇在瓷胎上，又称浇黄，也有叫娇黄。正德开始，明朝瓷器质量走下坡路，永宣
的豪放，成弘的雅致都没了。因为正德是明朝最荒淫的皇帝。这时期，受伊斯兰，道教影响，瓷器上
宗教题材明显增多。瓷器上写伊斯兰文的就是正德。嘉靖时期，青花瓷色料改用 回青 料，色调蓝中
泛紫，浓艳之极。嘉靖帝崇尚道教，成天炼丹，求长生。后死于吃不老丹中毒。图案造型和道教有关
，可能是嘉靖了。万历五彩。万历青花色调灰暗，花纹繁缛，艺术效果较差。最大的成就是五彩。五
彩出现于宣德，后各朝大量生产，至万历达到一个高峰，也是彩瓷历史一个新阶段。五彩分两种，一
，红绿黄为主的釉上五彩，，一种是釉下青花和釉上红绿黄等结合的青花五彩。但釉下青花失去斗彩
的主调地位，与釉上彩同作一种组合色彩。万历五彩花纹繁缛，见缝插针，俗，却也构成一种风格。
深受日本人喜爱。万历五彩瓷，拙，古拙。花卉虫鸟，人物动物如同儿童画。8. 明末清初过渡期。明
末天启，崇祯，清初顺治三朝，完成了过度。特点是思想呈现自由倾向。9.康雍乾康雍乾三朝，繁荣
空前绝后。各种品种都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这种繁荣与皇帝的直接干预有关。皇帝派督窑官督造，康
熙朝右郎窑，臧窑，雍正有年窑，乾隆有唐窑。发廊彩瓷始于康熙。吸收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胎
瓷上用珐琅彩料描画，入炉烧成的釉上彩瓷，俗称古月轩。康熙晚期一个重大发明是粉彩。柔和，俗
称“软彩”，五彩常称“硬彩”。雍正瓷器以精细著称。粉彩在雍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色彩多达
十数种。乾隆时彩瓷和单色釉瓷在数量质量上都炉火纯青。工艺技巧高超。瓷母在故宫展出。将红釉
，青釉，钧釉，哥釉和青花五彩斗彩等多种工艺集于一身。单乾隆艺术格调较前两朝逊色。乾隆后期
清代瓷器走向衰落。10.鉴赏收藏如何鉴赏唐代瓷器。首先了解唐朝总体风貌。宋代宫廷瓷和民间瓷风
格迥异。五大名窑追求玉的效果，宋人尚玉。古玩收藏需要专题的划定，利于鉴赏和研究。因为品种
多，几千年跨度，不易形成大系统。当代鉴定陶瓷专家，耿宝昌，孙会元，张浦生，最权威是冯先铭
（去世）。古玩鉴定，字画最难。其次瓷器难。款识帮助认定器物时代。老古玩行分硬片软片。硬片
指铜器，瓷器，玉器等，软片就是字画，碑帖，刺绣等。现在分类，陶瓷，玉石，字画是三个主要还
有铜器，多指青铜器。剩下的还有竹木牙角器，紫砂壶，鼻烟壶，印石，瓦当，文具，古钱，木器等
。
4、手上有这本书且品相比较好的。可以伺机出售，个人觉得随着收藏的升温。这本书再版的可能性
存在。也有可能是以百家讲坛里面的内容出版为再版形式。但是早期出版的书应该更值得看。
5、马先生，讲起来真是好过瘾啊，他对一件的瓷器所经历的历史，和它在历史上的意义讲的是很透
彻的，喜欢它的那股对文化的热爱劲。当我真正的去过博物馆以后，我真的无法自拔的喜欢上了那 些
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人类的智慧让我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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