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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窑址的发掘使鲜为人
知的西夏瓷得以揭示，是中国瓷窑考古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的空白，也为西夏王国（1038～1227年）和党项民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实物资料。
发掘后被评定为自治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被人们誉为“塞上名窑”。
　　西夏瓷展示出的光辉异彩为生活在西北大地上的纯朴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也吸引了广大陶瓷爱
好者的关注，甚或迷恋。
民问青年陶瓷学者杭天是其中之一，其所著《西夏瓷器》一书总结了近二十年来西夏瓷研究的新成果
，并有所创获，可以说做了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工作。
读此书后，可使人们对西夏瓷的内涵及其对西北文化史和中国陶瓷史的贡献有新的认识，对党项民族
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或称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资料的收集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关系着研究质量的高低，甚或决定着成功与否。
杭天是一位民问艺术家，经济并不宽裕，但他凭着对西夏瓷的酷爱，数次自费从北京到宁夏、甘肃两
省区调查了磁窑堡、回民巷、插旗沟、武威塔儿湾等地窑址，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窑址附近
征集到很多当地居民收藏的重要标本。
他也前往西夏瓷出土较多的地方，如鄂尔多斯、青海海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同时他还到西北各省区博物馆参观、研究各馆藏西夏瓷。
本书中的许多重要资料就是通过作者亲身实践而获得的，显得尤为珍贵。
他还通过外语文献广泛收集了国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西夏瓷，使人们了解了西夏瓷的深远影响。
作者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对西夏瓷的认识与理解，且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进而更增加了对西夏
瓷的挚爱之情。
人们不论从事任何一项科研活动，只有为之献身，进而才能闪烁出绚丽的火花，最终产生出丰硕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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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几十年来西夏瓷器研究的成果，在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占有国内外已知的西夏瓷器资料的基
础上，详细介绍了多处西夏瓷窑，西夏瓷器的胎釉、器类、装饰手法和装烧工艺，缕析了西夏瓷器与
唐宋（金）时期中原地区瓷器及辽代陶瓷的渊源关系，由此推断了西夏瓷器的创烧年代。

本书认为，在当时北方地区的主要瓷器类型中，西夏瓷器是质量仅逊于定窑系和耀州窑系瓷器的高质
量产品，其剔划花产品则是兼具独创性和高度艺术性的古陶瓷经典作品。

本书公布的资料，绝大多数系首次发表，某些曾被公布过的各地文博部门的藏晶，也是首次以清晰的
彩色图片面世。
除此而外，本书中还有许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以两北地区窑口纪年器及其他标准器为依据，对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
手中的某些“西夏瓷”藏品进行详细的考辨，将名不符实的各种金、元、明、清瓷器产晶剔除出去，
进一步明确了西夏瓷器的概念；
第一次根据西夏瓷标本尤其是具铭文标本，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夏 “贡瓷”的问题；
第一次创造性地利用西夏瓷窑所产的瓷塑人像，绘制、还原了多种西夏髡发样式。

本书兼具学术性、资料性、创新性与可读性，是目前关于西夏瓷器研究的内容最全面、图片最丰富、
考述最详实、论证最深入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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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杭天，艺术家，独立学者，涉猎领域颇广，近年致力丁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对宋、辽、夏、金时期
瓷器，特别是磁州窑类型瓷器和西夏瓷器着力尤多，多次实地考察河南、河北、宁夏、甘肃、内蒙古
、青海等地的古窑址和古遗址，并亲赴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机构研究调查。
作者于2007年1月动笔写作《西夏瓷器》，几易其稿，最终于2010年5月完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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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西夏瓷器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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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常用纹饰
 （一）花卉
 （二）交叉叶纹、钱纹和交叉线纹等几何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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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黑釉剔划卷叶纹双系瓶与黑釉划鸟纹双系瓶
 （三）黑釉剔划花四系大罐
 （四）黑釉剔划花玉壶春瓶和黑釉、褐釉划水波纹双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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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西夏瓷标本所具有的贡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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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7世纪中叶始，因吐蕃强盛，受到威逼的党项各部开始陆续向东北迁徙。
　　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为防止党项族趁机作乱，唐朝采纳郭子仪的建议，将迁至陇右道北部诸
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有些更向东迁至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人
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
经过多次大迁徙，党项族终于稳定下来，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他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和
回鹘等族杂居共处，密切交往；党项也逐渐由以部落为单位，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庆
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等。
　　881年，党项平夏部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不惜血本，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其弟拓跋
思忠战死。
883年，已被授为京城四面收复都统的拓跋思恭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一起攻入长安，战功赫赫的拓跋思
恭遂被唐僖宗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晋爵夏国公，复赐李姓，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
。
党项李氏（拓跋氏）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在五代时期（907～960年）的五十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依附于局势变幻的中
原王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
在其割据的势力范围内，中原军阀为了拉拢党项李氏，都给他们以好处，党项李氏趁机不断增强实力
，参与抗衡，拓跋部贵族征收赋税，任用官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T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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