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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开浩瀚的历史长卷，可以看到早在六朝时期就有烧造白瓷的记载,但工艺一直不够理想，直到隋代白
瓷烧制才逐步成熟，而且雪白的釉色令人心醉，人们对它的热捧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随即而来的唐代盛世更使白’瓷制造迅猛发展，并且与传统的青瓷相媲美，在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
的瓷业格局，产生了釉色纯正，胎体略厚，釉质细腻、滋润，异常精致的邢窑白瓷。
但随着唐代文化的衰退，邢窑也失去了固有的支撑，在五代之后迅速消失。
不过白瓷并没有因此而淡出人们的生活，进入宋代后，定窑在继承邢窑白瓷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定窑白瓷一改邢窑白瓷胎釉较厚等特点，形体变得轻薄，以隽永的造型、纯正的釉色取胜，在成本控
制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价格变得更为低廉。
定窑白瓷的改变使得其制品“通销天下”，很多窑场纷纷仿效定窑白瓷，使得定窑白瓷在宋代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窑系，也为定窑赢得了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美誉。
中国古代白瓷在唐宋时期已经达到鼎盛，至元代虽然定窑还有生产，但过于延续传统，很少有创新，
明清时期亦是这样。
明代青花瓷的广泛使用将传统的白瓷市场进一步压缩，在明代中后期白瓷基本退出了主流市场，但白
瓷制品一直在延续，直到今日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或许有一天它将会重返辉煌。
白瓷的产生和发展与人们的生活需要紧密相连，日用餐具如碗、盘、碟的制品一直是白瓷的主流产品
，而实用性和多样性也造就了白瓷灿若星辰的造型世界，如白瓷碗常见的造型就有敞口、侈口、敛口
、花口、直口、不规则口，圆唇、尖唇、尖圆唇，鼓腹、弧腹、球形腹，大平底、小平底、圜底，圈
足、饼足、玉璧足等，可见碗的造型之丰。
罐、壶、盒等其他器皿亦是如此，甚至比碗的造型更丰富、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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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瓷纯净典雅，是土与火的艺术，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具有极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
    本书所讲述的白瓷收藏鉴赏其内容具体而形象，从白瓷的釉质、纹饰、口唇、腹部、胎质、底足等
细部特征入手指导收藏爱好者拨云见日学会鉴赏。
    本书所展示的器物活动鲜活，且绝大部分是存世珍品，在拍摄过程中通过1：1微距还原其真色彩，
有效控制瓷器偏色，可以使读者领略千百年来中国瓷器艺术的绝妙韵味和非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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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辽金时期薄圈足的白瓷有了微小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的结果就是精致瓷器锐减，而比例增加
的是普通薄圈足的白瓷器皿，粗糙自瓷有一定的比例。
而元明清时期薄圈足的白瓷在精致程度上逐渐向普通瓷器过渡，粗糙的白瓷只是有见。
小圈足在概念上比较明确，小圈足的白瓷指的就是圈足的造型非常小，但小圈足也没有有尺寸上的概
念，显然也是一个视觉意义上的概念（见图322），主要以造型大小和圈足的比例关系为依据，这样从
客观上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圈足看起来足径比较小，但由于其造型也小，并不构成小圈足的
概念，而有足径尺寸比较大，但由于其造型体积庞大，所以这样的尺寸相对于整体造型来讲显然属于
小圈足的范畴，这种概念上的辨证关系在鉴定时要注意理解。
从数量上看，小圈足的白瓷器皿在实际的发掘当中经常可以见到，墓葬、城址、窑址、窖藏等都有见
。
从件数特征上看，墓葬出土最少，多为1到2件，城址出土数量比较多，有时数十甚至上百件的都很平
常。
从总量上看，小圈足的白瓷的确是比较丰富。
从时代上看，小圈足的白瓷生活的时代贯穿于白瓷发展的始终，这一点是肯定的，小圈足在各个时代
的表现各不相，隋代小圈足白瓷的数量极为有限。
唐五代时期小圈足有昕发展，邢窑白瓷中有许多器皿在圈足上已经有了小的倾向，不过显然只是有了
泛滥的倾向，显然并未达到真正泛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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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瓷收藏鉴赏:识腹部、观胎质、鉴底足(下)》是一部生动鲜活汇集大量存世珍品扑面而来的瓷器鉴
赏大典，这是一列穿越历史长河承载数干件精品瓷器缓缓而来的时空列车。
书中通过一件件实物真品拨云见日，揭开埋藏在瓷器釉质、纹饰、口唇、腹部、胎质、底足中大大小
小的谜团，从纷繁复杂的瓷器海洋中打开古瓷器鉴定的法门，——断时代、辨真伪、评价值、为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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