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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瓷器的制造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青花瓷器的出现是中国瓷器从白瓷向彩瓷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青花瓷器出现以后，一直盛烧不衰，并成为江西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
元、明、清三代，朝廷相继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御窑厂”，钦命朝廷官员监督、征调国内
杰出的工匠画师，不惜工本，烧造出供皇室帝王后妃玩赏、享用的官窑瓷器。
在这一时期民窑瓷器的生产也相应地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青花瓷器不仅继承与综合了瓷器生产的各种技艺，而且也为中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
随着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促进了江西景德镇瓷业的空前繁荣，使其以瓷都之名享誉于世。
同时，青花瓷器也成为中国瓷器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优良品种，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因此，研究与收藏青花瓷器就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课题。
景德镇在宋代尽管不是官窑的所在地，但由于它具有优越的制瓷自然环境和高超的烧瓷技术，自景德
镇青花瓷器出现以后，尽管全国瓷窑还在继续进行生产，但没有一个瓷窑和瓷器品种能与景德镇青花
瓷器相媲美。
　　青花瓷器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第一、青花是一种釉下彩绘，在胎上用青料画好花纹后，再罩一层透明的白釉，经过高温一次烧
成。
色料充分渗透在胎坯和釉之间，釉下的青花纹饰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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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青花瓷器，掌握青花瓷器的鉴定，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成为中国瓷器鉴定，特别是元、明、清瓷
器鉴定的一把钥匙。
本书力图以青花瓷器发展的规律为脉胳，详细地介绍青花瓷器鉴定的基本方法。
从鉴定学的角度出发，叙述青花瓷器的出现、发展以及青花瓷器在不同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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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瓷器上的装饰方法及纹饰风格，也同样是我们断代重要的可靠依据。
什么时代、什么窑口采用什么样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印花、划花以及釉下彩绘等，又如常利用哪些
纹饰进行装饰，各个时代又有哪些装饰特点。
有时是一种纹饰，但各个时代也是不相同的，这些的不同也是断代时要考虑的因素。
4.陶瓷科学知识有的学者称“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
通过人的活动，运用原料中的化学元素与窑内烧成气氛，从一种物质——泥土转变成另一种物质——
陶器。
因此，陶瓷的科学内涵十分丰富。
同样的原料，如果在氧化焰中烧成与在还原焰中烧成，器物的呈色是不相同的。
不同的化学元素在烧成过程中的变化，形成了胎、釉、彩的不同呈色与不同特征。
我国陶瓷胎体中的氧化铁含量是逐渐减少的，一般讲，由10％下降至1％以下。
因为胎釉中，铁质和氧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氧化铁存在的，在氧化气氛中，这些铁质和足够的氧结合，
使其处于高价状态（三氧化二铁）。
高价状态下的铁呈黄赤色，所以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陶瓷器就带褐、红色。
如在还原气氛中，火焰中的氧不足时，就会把胎釉中的氧夺去一部分，就使得铁在还原时处于低价状
态（氧化亚铁）。
低价的铁带青色，所以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陶瓷器带青色。
从科学角度上讲，青瓷就是这祥烧成的。
如果胎釉中的铁含量甚少，又是在还原焰气氛中烧成的，就微微闪青色或白色，这就是俗称的青白瓷
或白瓷了。
氧化铝在胎釉中的含量是逐渐增加的，由15％增至30％左右。
氧化铝含量的增加，使坯体在较高的温度下烧成。
这对于由陶发展到瓷的演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可使坯体中生成较多的莫来石针状晶体，从而提
高坯体的机械强度，使其在烧成中不变形。
陶瓷烧造温度是逐渐提高的，由800度左右提高到1300度左右。
由氧化气氛烧成，逐渐发展到还原气氛烧成。
由于古代烧窑技术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技术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它烧造的时代。
　　我国陶瓷烧造与发展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
南北瓷窑由于矿产贮存条件的不同，在原料上也有所差异，烧成瓷器在胎釉等特征上就不尽相同。
科学工作者通过检测结果，可得出它的产地（即窑口）；又如青花瓷器的原料为氧化钴，我国古代青
花瓷器的原料分进口与国产的两种，分辨青花原料属哪种原料是我们鉴定青花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陶瓷鉴定学的研究是一门艰辛的学问。
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一些利欲熏心者，不惜引进现代科技，仿制或伪造陶瓷，混淆视线，牟取暴利
，这给陶瓷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除了对过去传统的鉴定方法进行科学总结外，还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检测手段，以解决当前所出现的
新问题。
正如中医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手法，西医用CT和核磁共振的诊断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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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瓷器鉴定的具体内容有：青花瓷器的原料与鉴定，青料的呈色与青花瓷器的断代，青花瓷器的造
型，青花瓷器的纹饰，青花瓷器鉴定的年代依据，青花瓷器的款识，鉴定肯花瓷器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就是“空白期”青花瓷器的鉴定。
正统景泰天顺三代瓷器的鉴定，以及正统书宣德款的瓷器和宣德本朝年制的瓷器有什么不同等问题，
仍有待研究和探讨，这将是每个研究者永不放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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