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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有一个颇具震撼力的名称《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
著者的意思很明显，这里的“征服”并非一般人理解的是用武力和枪炮的征服，而是用“征服”一词
来暗喻中国清代外销瓷作为一种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载体曾经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赞许、追捧和珍
视。
即便从中国清代出口瓷器对世界市场的广泛占有这个意义上来看，用这个词也不能算是脱离实际的虚
妄。
瓷器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由于瓷器的耐用、便捷、安全和成本低廉，所以它在完成了由陶器到瓷器的转型期——商代至东汉之
后，很快就取代了金属、骨头、彩陶等人类早期文明时期的日常用品，成为人类生活中最为适用的饮
食器皿以及重要的装饰品。
由于瓷器制作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因此尽管自唐代起，中国瓷就源源不
断地出口，但直到清代中期，也就是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人仿制中国的其他发明早巳成功
，却仍然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佛罗伦萨市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曾试图在16世纪
仿制瓷器，却屡遭失败，不了了之。
外国人自己造不出来，只好从中国进口，因此中国瓷器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
瓷与日用瓷市场，珍贵的中国瓷作品一度被欧洲人视为白金。
笔者曾在斯德哥尔摩国家东方博物馆看到大批中国外销瓷，完全按照瑞典商人设计的图案、器形制作
，类似于今天的来样加工，比如说按照仍旧巍然矗立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宫外景图烧制的大型彩盘
，至今光彩夺目。
遥想当年北欧的商人竟能在只有车马舟船的时代，辗转到中国内陆城市景德镇下单订货，中国瓷的影
响之广之深可见一斑。
难怪在17～18世纪的欧洲，英文中国一词Chilla（出自秦的发音）竟然成了瓷器（porcelain，西班牙、
意大利语）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然而，人类不仅制造文化，而且还传播文化。
一种有价值的文化最初由某个地点的某个或某几个人发明出来，其工艺总会外泄，在一定时间里逐渐
传布到世界各地凡有人居住的地方，然后再进一步衍变成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被各地的发明家、艺
术家所发展，形成纷纭复杂、林林总总的同类文化的各种分支，致使后来的人很难捋出各种文化之间
的遗传与变异的关系。
陶瓷制作艺术就是这种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复杂性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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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有一个颇具震撼力的名称《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
——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
著者的意思很明显，这里的“征服” 并非一般人理解的是用武力和枪炮的征服，而是用“征服”一词
来暗喻中国清代外销瓷作为一种中华丈化、华夏文明的载体曾经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赞许、追捧和珍
视。
即便从中国清代出口瓷器对世界市场的广泛古有这个意义上来看，用这个词也不能算是脱离实际的虚
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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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雁溪，1949年3月7日生于北京，汉族。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
后任报社编辑、记者，退休于中国新闻社。
胡雁溪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收藏.学习、研究中国古陶瓷，其间深得前辈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
铭先生的教诲与指导。
曾收藏历代瓷器标本，尤其是明清民窑瓷器标本近两千件，历代陶瓷有代表性的瓷片标本数干片。
其中，收藏的明代民窑青花瓷器近六百件、国内遗存的明代克拉克瓷器近百件，以及明代官窑瓷砖、
宋代金彩黑釉茶盏等，在品种和数量上均为国内前列（胡雁溪的上述藏品已全部传给了他的学生曹俭
）。
他的收藏事迹在90年代初就曾被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摄制成专题片播放。
胡雁溪80年代即加入中国古陶瓷和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古陶瓷学会）。
他精于中国古代民窑瓷器，尤其是明清民窑瓷的鉴定、鉴赏与研究，经手鉴定和鉴赏的中国古陶瓷达
数十万件之多。
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的图书有：1993年出版《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
版《清代民窑青花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清代民窑彩瓷500图》（团结出版社）
、2003年出版《明清民窑青花瓷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积极推动对明清民窑瓷器的研究。
1992年在景德镇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发表相关论文（后刊载于《景德镇陶瓷》杂志总第65
期，部分发表于《收藏家》杂志第2期），以自己的收藏与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国内遗存明末外销瓷盘
（克拉克瓷）的史实，并丰富了国内遗存明末外销瓷盘（克拉克瓷）纹饰内容的多样性，其中不乏堪
称海内外孤品的标本。
1994年在《收藏家》第8期上发表了《珍稀的宋代金彩黑釉茶盏》一文，在国内外第一个提出并发表了
国内存在宋代金彩黑釉茶盏完整器的观点和实物资料，纠正了《中国陶瓷史》一书中“宋代还有黑釉
加金彩的，传世品只有三件碗⋯⋯这三件碗多年前已流散到海外，国内未见⋯⋯”的观点；在该文中
还第一个提出了宋代装饰丰富的黑釉茶盏是源于宋代茶百戏的观点。
长期以来不断致力于明代官窑瓷砖的收集与研究：撰文指出明代官窑瓷砖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建筑材
料、最早的瓷质建筑装饰材料，是中国陶瓷在世界建筑史、世界建筑材料史、世界建筑装饰艺术史上
具有辉煌意义的创造发明。
从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明清外销瓷，近几年多次赴国外考察、研究，连续发表文章对国内一些人
士轻视明清中国外销瓷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得到不少学者、收藏界朋友的认同，促进了大批明清中
国外销瓷的回流，弥补了国内收藏的一个薄弱环节。
他多年来还在《中国文物报》、《景德镇陶瓷》、《收藏家》、《收藏》、香港《中国文物世界》等
报刊发表过数十篇相关文章。
胡雁溪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研究已近三十年，现为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
品评估委员会陶瓷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为文化部文物保护基金会古陶瓷专业委员会顾问。
曾赴丹麦、挪威、瑞典、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荷兰、中国香港等地讲学、鉴定、考察。
曹俭，1962年8月8日生于北京，汉族。
北京晶丽达影像图片技术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曹俭身在商海，心爱文化，多年从事影像行业，长期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多次策划、组织、实施大型
文化活动，在长期的文化艺术熏陶中，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爱和执著追求。
多年前，曹俭就开始收藏、学习、钻研中国古陶瓷，后师从胡雁溪，知识逐渐积累，眼力不断精进，
收藏日渐丰富。
足迹遍及欧洲多国拍卖会和著名古董店，苦心搜求，尽力将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购藏回
国。
如今曹俭以中国清代外销瓷为专题的收藏已初具规模，自清初至民国初年的各类藏品已颇为丰富，其
中有不少国内外罕见的精品，在国内此项专题的收藏中位居前列，已引起海内外专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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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中国古陶瓷专家柯玫瑰，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禚振西、王建华、姚安、王春城等曾先后亲临
考察曹俭的藏品，给予好评。
曹俭的清代外销瓷收藏，一开始就选定要服务于中国清代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因此格外注重藏品的系
统性、学术性，不同于常见的那种单纯从投资赢利考量的收藏。
2010年，首都博物馆举办清代外销瓷专题展览期间，曹俭将数件清代外销瓷藏品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
。
他将藏品作为学习、研究资料的同时，也非常希望能与有志于研究、收藏中国外销瓷的各界人士在鉴
赏、研究方面共享，共同促进中国清代外销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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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辞(序言)清代外销瓷是自17世纪中叶以来二百年问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代前言)魅力无穷的中国热
潮娇娆永驻(清代外销瓷中的传统花卉纹饰)生灵百媚(清代外销瓷中的草虫翎毛走兽纹饰)平安祈福(清
代外销瓷中的平安吉祥纹饰)人间仙境(清代外销瓷中的山水楼阁纹饰)佳丽可人(清代外销瓷中的百美
图纹饰)母子情深(清代外销瓷中的仕女婴戏纹饰)亲亲和悦(清代外销瓷中的合家欢纹饰)农家乐趣(清代
外销瓷中的渔樵耕读等纹饰)盛世华章(清代外销瓷中的“满大人”纹饰)独钟西厢(清代外销瓷中的西
厢故事纹饰)经典名著(清代外销瓷中的小说戏剧题材纹饰)美胜天成(清代外销瓷中的单色釉和色釉加
彩瓷器)奇纹异饰(清代外销瓷中的特殊题材纹饰)千姿百态的海外时尚一衣带水(清代外销瓷中的伊万
里风格)克拉克瓷(清代外销瓷中的克拉克瓷)中西合璧(清代外销瓷中的欧洲后加彩瓷器)西洋花草(清代
外销瓷中的欧式花卉纹饰)西方时尚(清代外销瓷中的西方题材纹饰)外国纹章(清代外销瓷中的外国纹
章瓷、伊斯兰纹饰)中国清代纪元表本书收录外销瓷索引参考书目中西交流的见证——清代外销瓷(后
记)学习收藏研究——写在本书出版之际(跋)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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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金鱼起源于中国，这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
日本松井教授所著《金鱼大鉴》，记载了17世纪初即日本德川时代中国金鱼传人日本，虽然后来的其
他学者查证，第一次金鱼传人日本应是1502年，但中国金鱼首先移植日本，这一点是一致公认的。
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各莫腊透所著《金鱼饲养法》一书，也肯定了中国是最早饲养金鱼的国家。
另一国外学者修德鲁巴所著《世界淡水鱼》一书，也肯定了欧洲的金鱼是从中国传人的，时间是17世
纪中叶（1611～1691）。
中国金鱼的演变从春秋战国到唐朝（公元前460～公元907）主要是天然水域发现红鲫鱼到开始池中放
生的原始发生阶段，在品种上基本依照自然的演化规律，没有人为的选择因素。
到宋代（960～1279）是野生红鲫鱼通过人为干预进行家养的早期阶段。
由于避免了野生杂交，增加T人工选择性繁殖，因此产生了易于保留原变异和产生新变异的可能性。
据学者查考，南宋末年，已新添了白色和红白相间的花斑色新品种，而形体尚无变化。
明代（1368～1644）是金鱼品种发展的兴盛时期。
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关金鱼的记载：“春末生子于草上，好自吞啖，亦易化生。
初出黑色，久而变红，又或变白色，名银鱼。
亦有红白黑斑相间无常者”。
这说明当时的金鱼品种已日趋繁多。
另据史料记载，1568年出现一种深红色金鱼，当时称火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1596年又改名为
朱砂鱼，明末还取名为纹鱼。
总之，由于这一阶段开始从池养进入到盆养、缸养（起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前后），由于环境的改变，
产生了新的变异，首先在体形上有了双尾、长鳍和凸眼短身，初步形成了现代金鱼的基本体形，其色
彩出现五花彩色和水晶蓝（透明玻璃鱼）等新变异种，在鳞片结构上出现透明鳞和网透明鳞的新变异
种。
清代（1644～1911）也是金鱼品种的发展阶段。
根据薛氏图谱记载：到道光年间，金鱼品种已有54种，均系各种花色变化而来。
光绪初年，饲养金鱼技术不断进步，变异品种也相应增加，并开始对金鱼的品种进行了适当分类。
金鱼不仅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很早就移植国外，成为世界各国都喜爱的著名观赏鱼。
根据郭志泰的调查和综述，金鱼在我国明代大众盆养后，福建泉州的商人于1502年携带第一批金鱼到
达日本，后因日本内战，使这批金鱼损失殆尽，1615～1623年又从中国批量运到日本。
如今，日本的“和金”就是这批金鱼的后代。
1682年，清朝汪辑等携带大批物品去琉球时，随船运去了中国金鱼，琉球发展金鱼养殖后，从琉球运
至日本本土的金鱼至今在日本称为“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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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悠久，根据海外出土文物，早在汉代中国的陶瓷就已经流传到了亚非地区。
代，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中国陶瓷除了销售到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菲律宾、泰国、印
等地外，还远销到中东的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甚至非洲的埃及。
种类有浙江越窑的青瓷，湖南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广东梅县、三水、新会窑青瓷，河北邢窑、定窑白
瓷等。
宋代外销瓷数量增加，东南沿海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烧造外销瓷的瓷窑，如在福建的17个县、浙江的9个
县发现了烧制花篦划类型青瓷的瓷窑。
这类瓷器主要销往日本、菲律宾等地。
元代疆域广阔，对外交通发达，更加促进中国瓷器的外销。
明代，虽然政府对海外贸易加以控制，但随着西方殖民地的拓展，中国瓷器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
兰等国家开始大规模流入欧洲。
据佛尔克编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统计17世纪前期中国销售到荷兰的外销瓷数量逐年增加
，1610年为9227件，1612年为38641件，1614年690件，1636年为259380件，1637年高达210000件，并且产
生了被称为“克拉克瓷”的瓷器类型，影响了欧洲的某些艺术风格。
到明代为止，除了少量销往中东、西亚的瓷器带有一些伊斯兰艺术风格以及拉克瓷的风格外，大部分
外销瓷的器物造型、装饰技法和图案艺术风格都与中国本土的内销瓷器没有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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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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