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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民国，现今的人的印象大多是傍水而建的粉墙黛瓦，是厅堂中的红木家具，是穿梭于新旧生活中
的长衫文人⋯⋯岁月有许多回返，当我们在今日的现代与繁华中奔波时，越来越多的人在心中向往着
那时的生活，向往着那保留着诸多国粹，又兼合着西方潮流的日子。
穿过历史的尘埃，能够勾起我们对那段历史向往的无外乎有两大类物件：一、长衫文人的文字；二、
庭台中的红木家具。
其实细心的人，还应该看到，庭台中除了家具，还有诸多如书画、石雕、玉件等等摆件，还应该有瓷
板画这一特殊的艺术品。
公元1911年至1949年，在中国史书上称为民国时期。
此时的中国瓷都景德镇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逊位以后，景德镇御窑厂随即便倒闭散伙，结束了皇宫烧制御窑1000余年的历
史。
至此，景德镇便步入了没有官窑、民窑之分的制瓷历史，原御窑厂的画师们不得不放下皇室制瓷的理
念，走出厂门，融合了景德镇民间制瓷的行列之中，给景德镇的制瓷业带来了一股新风。
在这股新风的劲吹下，催生出“珠山八友”。
瓷板作为一种平面艺术，我们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至于唐代的砖雕，它们都有其与瓷
板相近的用途。
明代有了造型巨大的琉璃九龙壁，出现了用于装饰居室、宫殿、庙宇的彩绘瓷板。
到清代康熙时，作为观赏使用的瓷板开始大量烧造。
当时的瓷板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多种制式，由工匠在瓷板上作画烧造，成品应用在屏风、插屏、
宝座或者床上。
进入乾隆朝后，瓷板更为风行，成为人们居室装潢的新宠，稍做富裕一点的人家，都可能将瓷板画引
入厅堂，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儒雅气氛。
许多有名的瓷画家聚集到了景德镇，清末画家王廷佐、程门等人创造的浅绛彩绘瓷工艺，将瓷板及瓷
绘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度。
民国初期，景德镇陶瓷产业复苏，民窑兴起，“珠山瓷画”逐渐形成。
1928年，著名瓷画家王琦接受了一套八块不同题材的瓷板画的订货。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王琦邀请活跃在景德镇陶瓷美术界的几位各有专攻的画家朋友共同合作
。
这种合作的成功，启发和促进了“珠山八友”的形成。
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景德镇自御窑生产完结后，一个肩负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历史使命的新的历史平台
崛起。
从身份上看，“珠山八友”的构成既有民间画工、手艺人（王大凡、徐仲南、何许人为红店学徒出身
，王琦为捏面人的手艺人），也有文人、知识分子，这种构成正体现了清末画坛职业画家以不同于传
统的文人画家也不同于民间画工的身份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力量的复杂局面。
“珠山八友”正是一个职业画家群体。
从艺术创作来看，“珠山八友”画家谙熟传统粉彩技艺，这种对于粉彩技艺的充分丫解，保证了这一
流派在绘画风格上的探索总是伴随着陶瓷绘画工艺的革新，如王大凡的“落地粉彩”、刘雨岑的“水
点桃花”等工艺技法的创新都是适应其绘画风格上探索的结果。
“珠山八友”的借鉴也不限于文人画，而是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
他们非常注重对传统中国画丰富的流派风格和技法的全面借鉴和吸收，这种借鉴和吸收不仅包括主流
文人画的传统，也包括一些传统文人画所不愿接受的院体技法；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发现
”院体画“的特点，如程意亭的鸟兽花卉，结构严谨，毛羽逼真、细腻、工巧，深得宋代院体画的神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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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瓷板画精品集》内容简介：说起民国，现今的人的印象大多是傍水而建的粉墙黛瓦，是厅堂中
的红木家具，是穿梭于新旧生活中的长衫文人⋯⋯岁月有许多回返，当我们在今日的现代与繁华中奔
波时，越来越多的人在心中向往着那时的生活，向往着那保留着诸多国粹，又兼合着西方潮流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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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珠山八友”是民国时期景德镇一批绘瓷名家的总称。
从广义上说，有第一代的汪晓棠、潘匀宇；第二代的王琦、王大凡、徐仲南、汪野亭、田鹤仙、何许
人、邓碧珊、毕伯涛、程意亭、刘雨岑十人。
1928年，在王琦倡导下，先由八人组织了“月圆会”，称“珠山八友”，以后又有二人参加，后称“
十大名家”；第三代的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王步、毕渊明等几十人，其中张志汤的山水、骏马
、花鸟，王步的青花，毕渊明的走兽等均很有名。
他们大多活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绘瓷各有专长，风格各有所别。
他们的作品在造型、线条、光线、色彩等方面吸取了近代画的营养，完全可比肩于画家在纸绢上的作
品，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珠山八友”的作品就成为权贵富豪、商贾文人和广大民众的抢手货，成为收
藏家们追慕的奇珍。
但在解放后至七十年代的三十余年里，由于诸多原因，对“珠山八友”宝贵文化遗产的挖掘、收集、
保护和研究，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导致流失和损毁，一度成了文物领域中很少有人问津的“冷门”
。
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在收藏明清官器十分难觅的困境中，逐步把目光转向“珠山八友”瓷画，至今已
成为文物收藏领域的“热门”。
九十年代末，随着“珠山八友”作品“鉴尝画册”的陆续问世，知识逐步普及，其作品的经济价值不
断攀升，一些专门窥机制作膺品以谋巨利的人开始进行仿制，有的还招罗人才，组织专业队伍，进行
批量生产，使仿品充斥市场。
面对鱼目混珠、真膺交杂的瓷画市场，人们期盼有“一面镜子”、“一把尺子”，使辨真去伪有一个
依据。
我们二十余年的实践经验，汇总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观点，编撰此文，供奉读者，旨在抛砖引玉
，与广大收藏爱好者一起学习研究，求实探真，共同提高。
“珠山八友”的瓷画鉴定，与古瓷的鉴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必须从瓷和画两个方面进行审定，
缺一不可。
一、瓷的胎釉鉴定是区别新老瓷画的主要依据。
瓷器和瓷板都是瓷，“珠山八友”作画，大多画在瓷板上，少数画在瓷器上。
“珠山八友”是一代绘瓷名家，他们对作画用的瓷板和瓷器选择十分严格，从不在劣质瓷上作画。
民国时期的瓷，从胎釉和制作工艺上看，大体分为上、中、下三等，“珠山八友”一般都选用上等瓷
作画，鉴别可从四方面观察：1、民国上等瓷的特征：胎质细腻、釉面光洁，胎釉结合良好，硬度较
高，瓷板平整，没有翘曲，釉面无疵点。
因现代瓷与民国上等瓷相比，这些特征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还要看下面三点。
2、民国瓷均为柴窑烧制，反映在釉面上白中微灰，现代瓷为气窑或电窑烧制，釉面白而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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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板画精品集》是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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