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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72万平方米
，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公元l406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
新的宫殿。
公元l420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
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
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
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
后寝包括干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
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19l4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
。
1924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
视作自己的财产。
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
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
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
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
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干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
溥仪居内廷寸，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宫
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
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
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
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册，计有文物ll了万余件(套)。
1947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坆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认大量的藏
晶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1342了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
川、黔各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被运往台湾，50年代南京文物
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22ll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
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
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
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子"故"字编号；计有了ll338件，其中从过去
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l200余件。
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
1949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
凡属新入藏的，均给子"新"字编号，截至1994年底，计有222920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看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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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
和近世。
历朝历代，均有佳晶，从未有间断。
其文物品类，一应俱有，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
、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
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
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
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
重要任务之一。
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
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
多地注意到故宫。
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
宫的藏晶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
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
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
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
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
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
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
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
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
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
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
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
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
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
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
更理想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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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用单一方法施彩的斗彩器较少。
成化斗彩卷草纹瓶通体仅用一种淡绿色填绘迂曲蔓卷的蔓草纹，格外清雅（图160）。
康熙斗彩八吉祥云龙纹盖罐在青花龙体上覆盖光亮的绿彩，素雅传神（图190）。
　　明清二朝以白地斗彩居多，至清后期才出现色地斗彩。
以彩色地烘托斗彩纹饰，往往艳丽娇冶有余，清雅韵味不足。
其装饰方法既有传统式，即无论主纹、辅纹都用传统施彩方法表现，也有新的以斗彩与粉彩或以斗彩
与红彩、斗彩与釉里红结合使用的综合装饰法。
单纯的传统式斗彩是明清两代斗彩装饰的主流，综合性装饰方法则只流行于清代。
如康熙斗彩龙凤纹盖罐（图208）、雍正斗彩花卉纹梅瓶（图225）、乾隆蓝地斗彩荷莲纹绣墩（图259
）等均为代表性作品。
　　斗彩的发展历史　　（一）始盛期的斗彩（明宣德、成化）　　在本世纪80年代之前，斗彩始烧
于明成化年间似成定论。
1988年11月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发掘出土“大明宣德年制”款斗彩鸳鸯莲纹盘和成化早期仿宣德斗彩
鸳鸯莲纹盘等典型器物，从而确立了斗彩始于明宣德之新说。
　　斗彩虽始烧于宣德时，但只是初露芳容，制品极少，彩饰工艺也未臻成熟。
因为永乐、宣德时期“以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即以白釉、青花、红釉为主
，显然斗彩未得皇室青睐，宫廷收藏中无所见。
　　及至成化年间，宫廷奢侈之风极盛，瓷器需要量很大，刺激了作为宫廷玩赏器的斗彩瓷的发展。
《明史·食货志》载：“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2）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
”成化早期斗彩制品主要模仿宣德。
但自成化十七年至二十三年（1481一1487），斗彩进入辉煌阶段，在胎质、色釉、造型、绘画、色彩
诸方面都迥然高出宣德斗彩，受到举世推崇。
　　成化斗彩的造型皆小巧，无大器。
从现有故宫的藏品看，最高的瓶仅高19厘米，最大的碗径约23厘米，最大的盘径约18厘米，高足杯高
约7.6厘米，罐高一般在8-13厘米。
无论何种器，其器型都具有圆润端庄、清雅隽秀的特色。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造型的轮廓线都是由一种柔韧的直中隐曲、曲中显直的线条构成，因而风貌殊
异。
　　由于成化瓷中的铁、钙含量下降，成化斗彩的胎质洁白细腻，薄轻透体。
这种胎釉特质标志着成化官窑对胎釉原料的控成技术更胜明朝前期。
而采用中性火焰烧窑，使釉色乳白柔和，更能衬托斗彩的鲜丽清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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