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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釉色是瓷器美丽“外衣”的色彩。
中国瓷器的釉色起初应是在陶器上得到启发而造就的。
夏商周三代——“青铜时代”之前的几千年，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很漫长的陶器时代，创造了很多精致
富丽的彩陶、黑陶和白陶等陶器品种。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出现，超越了几千年来人类用陶的历史，而其上的一层薄薄青釉仿佛一帘轻纱，似
乎在暗示着一场真正的瓷器运动即将开始。
果然在东汉末年，中国的越州大地——浙江的先民烧成了中国瓷器史上的第一件瓷器，也第一次给瓷
器穿上了美丽的“衣服”——青釉。
随后的将近1000年，以青釉和白釉为主体的中国瓷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并在唐朝中后期向世界发布了中国瓷器的辉煌信息，也因此开辟了“陶瓷之路”，瓷器也就成了中国
继丝绸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外交、文化和经济载体。
景德镇瓷器的崛起，无疑是中国瓷器后1000年的骄傲。
这一时期的瓷器无论是造型、纹饰、制作工艺还是釉色，都达到了巅峰，因此也无愧于“瓷都”的美
名。
下面我们简要谈谈各个时期的瓷器釉色。
元代以前中国瓷器的釉色可谓是“五朵金花”——青、白、黑、蓝、紫。
到了元代以后，瓷器的釉色日渐丰富起来。
唐代以前，中国瓷器的釉色主要是青色，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中心统治了中国瓷业近700年。
这其中也经历了商周时代的原始青瓷，东汉时期的初始青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和北方青瓷，以
及唐代非常成熟稳重的青瓷。
唐代开始，北方瓷业的发展打破了越窑青瓷独霸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
白瓷主要在河北邢窑一带。
唐代茶圣陆羽是这样评价“南青北白”：越瓷青，类玉类冰，邢瓷白，似银似雪。
五代到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继续着它的辉煌，并创造了越瓷史上的巅峰之作——“秘色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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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艺术市场的逐步升温，艺术鉴定方面的书籍也层出不穷。
中国陶瓷是艺术市场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民间的收藏数量也是相当大。
中国陶器的历史长达1万余年，瓷器也有2000多年，而且品种、数量相当庞大，要在繁杂多样的陶瓷中
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实属不易。
对收藏者而言，也不可能收藏历朝历代各个窖口的瓷器，而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经济实力有选择
地进行收藏和鉴赏。
从目前的收藏现状看，元以前的高古瓷器多为出土，不易被收藏者获得。
因此，陶瓷的收藏者很自然的将收藏的目光转移到了明清以后的瓷器上了。
有鉴于此，为了帮助陶瓷爱好者和收藏者尽快入门，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收藏之路，我们编辑出版了
这套中国文物收藏鉴定必备丛书。
    时间上主要定位在明清时期的瓷器，内容体例上订分成几大类：款识、器型、纹饰、釉色。
在时序的编排上，按照各个朝代皇帝在位的顺序，这样为读者速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本丛书的编辑原则是宁缺勿滥，采用标准器样，力求资料真实可靠。
翔实有序、丰富多样的明清陶瓷资料，势必为陶瓷爱好者和收藏者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本书将清代瓷器釉色分类编排,按王朝纪年号顺序编辑,为广大文物收藏爱好者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鉴
定标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陶瓷鉴定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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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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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釉色编(精)》是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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