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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的收藏类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汗牛充栋的时代、一个知识炒作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鱼
龙纷繁、溷浊你我的时代。
　　这部《文玩品鉴》丛书的选题初衷，就是为了避开这种过于集中的有关鉴定知识的出版浪潮，从
更为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人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着鉴定知
识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部《文玩品鉴》的策划、编辑就算大功告成；如果暂时尚未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
，《文玩品鉴》的后续选题将会后来居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出版目标。
　　收藏目的、收藏方法的不同，本身就导致了认识上的不同，可谓见仁见智。
但总的来说，不外乎沿着两条轨迹平行发展：　　一是投资类型的收藏。
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收藏家，基本上都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资金支持，他们所展示的藏品，一般以
热点艺术品为主，价位峰值在和者盖寡的区域之内。
投资的目的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再是斤欠赏藏品外观所表达出的珍贵与豪华。
　　二是普通类型的收藏。
这里涵盖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收藏投资与收藏消费，前者的利润获取手段是低进高出，凭的是眼力；后
者则力图通过对真品的收藏，发掘、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史外之史、趣外之趣，从而达到研究与欣赏
的收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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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文玩品鉴》丛书的选题初衷，就是为了避开这种过于集中的有关鉴定知识的出版浪潮，从更为
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人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着鉴定知识带
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部《文玩品鉴》的策划、编辑就算大功告成；如果暂时尚未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
，《文玩品鉴》的后续选题将会后来居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出版目标。
    《清代彩色瓷》是“文玩品鉴”之一，全书共分8个部分，分别对清代彩色瓷的种类和特点、清代诸
朝彩色瓷的观感和认识、清代彩色瓷的朝代鉴定、真仿清代彩色瓷的分辨提示、后代仿制前代彩色瓷
的记录等内容作了全面介绍。
另外，书后还附有历年清代彩色瓷拍品图录，每件瓷器均有彩色照片，附器名、时代、尺寸、藏处、
估价、成交价等。
部分有局部放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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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述　　以瓷为器者，必先制胎施釉，制胎可得其型，施釉可得其色，而在胎之上、釉之下配以
其他色，则得其彩。
尽管如此，但对于彩色瓷的概念，尤其对釉与彩的区别，目前学术界依然有不少分歧。
不过，对于彩色瓷是一种瓷器上加彩的瓷器品种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疑义和争议。
　　在物质表象上，釉有色，彩也有色；在历史上，先有釉而后有彩，彩从釉中分离出来，又与釉一
直相依相伴。
在考古资料中的瓷器，有釉无彩的瓷有之，有釉有彩的瓷也有之，但有彩无釉的瓷则极为少见。
以上的现象，都是由釉与彩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所以，只有把对釉、彩的认识，放到釉与彩相比较、相对立的发展过程中去，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认
识。
　　如果将“彩”理解为一件单色瓷上的另外一种或多种釉色的话，那么这种以另一种或多种彩色釉
装饰瓷器的做法，已有考古资料表明起源于我国的三国时期。
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褐釉点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褐釉圆点装饰在了青釉瓷上。
千万不要小视这种褐釉点彩，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以青瓷为主导的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石破天
惊地开创了“彩”的概念，为彩色瓷的兴起和发展拉开了序幕。
可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彩色瓷的定义横空出世——在同一件瓷器上施有两种不同颜色釉的瓷器，便
可以称之为彩色瓷。
当然，这样的定义还有不少人执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定义，才具有了把单色瓷与
彩色瓷在形式上分别开来的依据。
不过，这种认识只能把单色釉瓷与彩色釉瓷分别开来，还不能为釉与彩的分离作出判断。
因为那所谓的褐釉点彩瓷上的褐彩与其本身上的青釉其实属于同类的物质，只是各自内在的呈色成分
有所不同而已，并且褐釉在当时更普遍的是被作为一种单色釉大量应用于陶瓷的制作之中。
　　褐釉充当彩来使用，虽然在自然属性上没有产生根本的变化，但褐釉点彩在与青釉的比较和对立
中得到了色的差别。
于是这种色的差别被先人所运用，成为了青瓷上的一种装饰——显然，这种褐釉点彩具有了“彩”的
社会属性。
也就是说，从彩的社会属性出发，这种褐釉点彩瓷确实有了彩色瓷的资格，就像“宋三彩”、“素三
彩”、“清三彩”、“窑变彩”应该划归于彩色瓷之列一样，并且它们在彩色瓷中的具体划分也没有
什么不同，都应该属于彩色瓷中的釉中色釉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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