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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

前言

　　德化地处“闽中屋脊”的戴云山区，是个千年古县，也是个千年瓷都。自唐五代开始，德化县的
陶瓷生产至今延续不断，是中外闻名的瓷都。历史上德化生产的陶瓷器统称为“德化窑”或“德化窑
瓷”、“德化瓷器”等，是我省也是我国著名的重要陶瓷产区。　　历史上德化生产的陶瓷器，品种
多，数量大，质量好。就釉色品种看，有青釉瓷、青白釉瓷、白釉瓷、色釉瓷，就装饰看，有青花瓷
、彩绘瓷和印花瓷等等。　　宋元以来，德化生产的陶瓷器，除供国内使用外，可以说大部分是运销
到海外诸国去，以满足海外各国人民的需要。明代德化生产的白釉瓷达到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成为
我国古代陶瓷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明代德化不仅以瓷塑和“象牙白”闻名世界，就是日用瓷和陈设
瓷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开创了白瓷工艺百花争艳的新时
代。明代德化白釉瓷畅销海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国外学者称之为“中国白”一一中国白瓷的代表
。何朝宗的瓷塑观音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独树一格的“象牙白”瓷创制成功，被誉为“
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到了明代中晚期，德化又生产青花瓷器，也就是
说德化的青花瓷器是在明代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化青花瓷的产生、发展和繁盛，可以说是德
化瓷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德化瓷器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
是德化青花瓷器的繁荣时期，其产品除供民间需求外，相当的数量是作为外销商品运往东南亚、欧洲
乃至非洲各国。清乾隆间的郑兼才在《窑工》诗中曾说“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
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可见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器也曾远涉重洋，重振明代白瓷外
销雄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民间收藏爱好者，都曾积极开展有关
德化窑各类瓷器的调查发掘、收藏和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近几年来，已出版的有关专著有
《德化窑瓷鉴定与鉴赏》、《德化民窑青花》、《中国古陶瓷标本一一福建德化窑》、《德化窑青花
五彩全书》、《中国白——德化白瓷鉴赏》和《福建文博——古代德化瓷专辑》等。都曾引起了学术
界和收藏界的极大重视和关注。　　最近，德化陈明良先生编著的《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一书即将
出版。这是他一生收集鉴藏德化窑各类瓷器的可喜成果。陈明良先生是德化窑瓷的收藏爱好者。他数
十年来，一方面潜心收藏德化窑各类瓷器的珍品，同时，在德化瓷器工艺生产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他以收藏德化本县地方窑珍品，指导瓷器工艺实践，又以工艺生产实践来推动对德化窑瓷的
鉴藏。　　陈明良先生编著的《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一书，是从他的“瓷艺堂——德化古陶瓷珍藏
室”集藏的2000多件藏品中精选出578件（套）编辑成书的。其中唐宋元明时期183件，清代322件，民
国时期73件。如以瓷类划分，白釉瓷就占了四百多件，是该书的重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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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

内容概要

《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主要内容：陈明良先生编著的《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一书，是从他的“瓷
艺堂——德化古陶瓷珍藏室”集藏的2000多件藏品中精选出578件（套）编辑成书的。其中唐宋元明时
期183件，清代322件，民国时期73件。如以瓷类划分，白釉瓷就占了四百多件，是该书的重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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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

作者简介

　　陈明良，1964年生，福建省德化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德化陶瓷文化研究
会理事、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2002年荣获“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1987年11月开办福
建省德化县凤池瓷雕厂。曾在泉州市科学陶瓷研究所设计室工作，随后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班
深造。1983年研制成功的1.55米大型瓷雕《千手千眼观音》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6年在台湾
永德信明康金陶比赛中，《十六罗汉》获特别奖，《树神》获佳作奖。1999年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精品展，作品《盘古开天地》、《八仙过海》、《荷女》分别获银、铜和优秀奖。2002年第七届全国
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中，《补天》获优秀奖。论文《德化瓷观音传统雕塑艺术技巧探索》在CN级
刊物《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1999年）上发表。　　在“2001年福建省德化收藏大展”
评比中，明代的“猪油白”瓷观音人物雕塑、香炉、五彩罐、烛座及清代的釉下青花瓷盘、花瓶、笔
筒等10多件藏品获一、二、三等奖，其中明代“象牙白”瓷五彩罐，被全国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报
道。2003年10月，在福建省首届收藏精品博览会活动中，明代德化窑白釉披坐观音（何朝宗葫芦形印
章款）被评定为“收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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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

书籍目录

序一、我的收藏生涯二、德化窑古瓷概述三、浅谈明清德化瓷雕艺术四、德化窑仿古瓷辩识五、关于
“绿白”、“桐油白”瓷的几点看法六、图录鉴赏1、唐、宋、元时期2、明代时期3、清代时期4、民
国时期七、款识集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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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古瓷珍品鉴赏》

章节摘录

　　一、我的收藏生涯　　童年伊始，我脚下触踏的便是缀满着璀璨的古瓷片的土地，听到的是不绝
于耳的有关瓷器的话题，看到的是熟练灵巧而又繁忙的陶瓷活。于是，陶瓷在我的生命里扎下了深厚
的根基。　　我生长在陶瓷世家，父亲陈天棋是原德化第一瓷厂日用瓷造型设计老工艺师。我一方面
接受父亲制瓷工艺的指导，一方面师承名师陈其泰先生的瓷雕技艺，深得前辈优秀传统雕塑技法的启
迪。其间，我不但折服于师傅那高超的雕塑水平，更惊叹师祖许友义大师所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艺
术精品。如仙游县龙纪寺珍藏的五百罗汉，简直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然而，先辈们谈起陶瓷历史
的发展时总是豪情满怀地侃侃而谈：明代，曾经是德化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人物瓷雕以“天下共
宝之”享誉海内外；清代的青花五彩瓷，让德化瓷业更上新台阶⋯⋯。于是，我似乎理解了德化被誉
为“三大古瓷都”之一的内涵，似乎看到了德化古陶瓷珍贵的艺术价值。　　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
涉足德化窑古陶瓷的收藏。由于没有收藏经验，刚收到的尽是些破残的中下档东西，花了不少钱，却
事倍功半。后来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偶尔也收到一些完美的珍品，每有此况，总是踌躇满志了许多
日子。我的藏品获得了质的跨越；有人趁机把仿品膺品蒙我，让我饱受上当受骗之苦。因此我常处在
苦乐与共、喜忧参半之中。懊悔之余并没有消沉我的收藏意志，反而更坚定了我加强学习、坚持到底
的信心。　　经验告诉我：没有熟练的辨识眼力，没有深厚的艺术涵养，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难能
在浩瀚深邃的古陶瓷文化领域里扎下根。我深知自己学识有限，所以，虚心向专家学者求教，向热心
的藏友请教，还认真研读有关书籍，边学边实践，在收藏道路上跋涉前行。最令我难忘的是1998年进
入中央工艺美院雕塑班深造时，我不但提高了美术鉴赏理论水平，而且加深理解古陶瓷艺术的内涵。
最令我宽慰的是妻子郑丽玉对我收藏德化古瓷的支持和理解，每当我挫折时，她总是温语排解，一同
分析失败的原因；每当我得意时，她总是共享快乐，一同品赏藏品的艺术精华。因此，在我的藏品中
，凝聚着她一半的心血和汗水。　　我当收藏之苦为乐事，勇于向困难挑战，德化古陶瓷的收藏终于
初具规模。2001年盛夏，作为福建省收藏文化研究会驻德化办事处主任，我倡导德化收藏界人士，积
极筹措，成功举办了以德化古陶瓷为主的首届“德化收藏大展”，在三千多件藏品中，许多德化窑古
陶瓷精品为首次面世，让人叹为观止。　　二十年来，一股强烈的欲望在我心底呐喊：各种类别的古
玩都有其自身的收藏文化研究，形成专题，聚为馆系，而作为煌煌显赫的德化窑古陶瓷这一珍贵的文
化遗产，竟然尚无形成专馆或专题的研究体系。身为瓷都德化之子，难道不能为传承和弘扬德化古瓷
文化尽点绵薄之力吗？因此，我创办了“瓷艺堂”——德化古陶瓷珍藏室。　　近年来我的收藏研究
趋向两方面发展，首先是藏品精品化，尤其侧重德化陶瓷历史名人的精品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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