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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瓷鉴赏100讲》

前言

　　中国的古陶瓷历史悠久，对世界影响巨大而深远。郭沫若先生曾说过：“陶瓷的历史就是中华民
族的历史。”　　瓷器是中国最早发明的，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是人类物质文化史的
重要内容，因为发明了“瓷器”，中国才有了“瓷国”的美称。英文中的china即是“瓷器”，也代表
了中国。　　从唐代以后，我国的瓷器通过陆地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陶瓷之路”销往世界各地
，各国人民正是通过瓷器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北非的埃及、苏丹、摩洛哥：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坦桑尼亚；西亚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林；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
亚、越南、泰国；东北亚的日本、韩国、蒙古都不同程度地出土过唐代越窑的青瓷，宋代定窑的白瓷
，景德镇的青白瓷，宋、元龙泉窑的青瓷，元、明、清景德镇窑的青花瓷等不同窑口、不同品种的瓷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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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年代顺序为主线，以天津博物馆的藏品为主，兼收集其他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应该说都是典型
器物。作者注重从窑口、品种、造型、纹饰等不同方面加以选择尽可能地把瓷器发展史上各时期的优
秀作品介绍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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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01讲　商·原始青瓷尊　　我国制陶工艺经过新石器时代六七千年的发展，到夏代的山西夏县
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原始瓷的瓷片，但标本太少，不能作最后推论。到商代南，北各地
已发现很多原始瓷标本，并且发现了晚商或商周之际的瓷窑。这种专业化，带来了大发展，瓷土的运
用和高温窑炉的成功，为制瓷打下了基础，釉的发明，青瓷就烧成了。所以青瓷的形成，一是瓷土作
胎，二是高温窑炉烧造，三是釉的发明，三者的发生、发展是青瓷量的变化，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产生
了质的变化。　　早在3500年前的商朝，中国的河南、河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就有原
始青瓷的生产。到西周又增加了北京、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出产地。器型主要有尊、卣、簋、
壶、豆、罐、鼎等仿三代青铜器的造型。　　原始青瓷：瓷胎由高岭土制成，经人工施釉，在摄
氏1200度左右的高温中烧成，瓷釉光润，多施于器表和口沿内。釉色以青绿色为主，并有少量豆绿和
黄绿色。纹饰多为方格纹和弦纹，还有S纹、云雷纹、人字纹、锯齿纹和席纹等。经测定其胎质、釉
料、烧成温度、吸水率及物理性能，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由于当时工艺水平较低，原料和胎泥的
炼制还比较粗糙，胎质不够致密，含杂质多，有裂纹，白度和透明度差，釉面气泡分布不均匀，釉色
也不稳定。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因此叫原始青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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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吧。图片照片不行啊
2、了解陶瓷的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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