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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设计丛集(第4集)》主要介绍了礼藏于器——青瓷的形制与人文精神、明清紫砂壶制作工艺研
究、传统陶瓷装饰得失谈、形态构成在现代陶艺制作中的应用、民俗民艺、世界遗产与遗产保护科学
简述、民间神佛信仰与民间木雕神佛像等内容。
　　从备物致用、兼善兼美到质实正雅，表现出了制瓷的三种境界，其中始终贯穿着“礼制”的观念
，蕴含着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轨迹。
而器物对人文精神的表达，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具体器物的方圆曲直及材质与手艺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
调来实现的。
本文尝试从形制的角度探讨青瓷的人文精神，以便从演变中的历史察看不朽的创造力。
　　[关键词]礼器文质手艺　　先秦工艺专著《考丁记》对器物的形状、尺寸、重量各方而已有所涉
及，如“陶人为瓶，实二脯，厚半寸，唇寸。
盆实二嗣，厚半寸，唇寸。
甑，实二嗣，厚半寸，唇寸、七穿。
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
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
”表明了当时的器物是在实用性指导下确定形制的，并且这已成为手工业造物规范的一个核心内容。
　　青瓷在形制上的发展同样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首先是强州器物的造型以“备物致川”为原则，这足造瓷在形制方而最根本的特征。
后来随荷器物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意识的自觉，逐步止上讲究“兼善兼美”的道路？
由于哲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在具体牛活中的落实，更提出了“质实正雅”的要求。
可以说从备物致用、兼善兼美到质实正雅，表现出了制瓷的三种境界，其中始终贯穿着“礼制”的观
念，蕴含着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轨迹。
而器物对人文精神的表达，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具体器物形制上的方圆曲直、造作上的材质及手艺之间
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实现的。
“备物致用”与礼制观念　　书法早在汉代就已从实朋功能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门类。
绘画在美学上的自觉，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画的兴起。
而陶瓷与实用功能分离并在艺术卜产生自觉，是上个世纪才发生的。
如今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传统青瓷，事实上都是具有实用功能性的，同时还与政教伦理相关联。
　　1.备物致用是影响器物形制的关键因素。
　　功能性，是古人造物首先遵循的原则。
能用、善用是压倒一切的形制观念，所谓“百工制器，必贵于用。
器而不能用，工不为也⋯⋯”，这个传统伴随着人类社会延续了好几千年。
青瓷，作为典型器物的一种，自然不可能脱离人类为求取生存而广：生的这一基本文化情境，因此，
功能性自然成为一项最根本的形制基础和特征。
也即造瓷必先要能装容适用、宜握持运用。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是一项最基本的造物传统，反映着我国造物实践稳固的价值标准
和最根本的成器态度。
另外，器物还要根据典章制度用于适合的场所，这其中渗透着礼制观念的影响。
　　2.礼制观念影响着形制的风格。
　　具体地说，传统青瓷在器的功用上有着器、祭器、明器之分，同时由于器物使用者对象的不同，
又有着“御用器”、“民用器”之别。
之所以有如此分别，归根结底足因为礼制观念的渗透，而又因为礼制要求的不同，其形制风格、功能
、尺度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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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夫茶，故潮州地方朱泥壶流行，然而出产品种多以仿宜兴朱泥壶为主。
　　宜兴紫砂陶与云南建水紫陶、广西钦州坭兴陶、重庆荣昌紫陶、潮州朱泥壶的成型工艺不尽一致
，其中宜兴紫砂壶为打泥片成型，其余多为手拉坯或注浆成型。
制作工艺不同，造型也完全不同。
二、羊角山古窑址出土紫砂残器辨识　　1976年7月，宜兴红旗陶瓷厂在基建施工时，在新建窑窑墩附
件发现有大量早期紫砂残片及瓯窑器残片。
这批实物残片的发现，为研究紫砂陶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该窑址废品堆积物中有各种紫砂残器，其中壶类有高颈壶，出土有壶身、壶嘴、壶把、壶盖等。
　　壶身：有圆形（图06）、几何形（图07）。
　　壶嘴：有素式（图08）和捏塑（图09）两种。
素式制作较为简单，捏塑有龙头形状，手法粗犷简洁，较为随意。
壶嘴与壶身的粘接，采用了身筒打孔插入，再将插入壶身筒里面多出部分按倒，压紧。
素式壶嘴粘接处，里面处理得较为讲究。
加工壶嘴时所用泥料比较软，粘接时的处理手法与后来的紫砂壶装嘴工艺有明显的区别。
　　壶把：有单条把和双条把（图10）两种。
有些是系装在身筒肩部，把搓成圆条，粘在身筒上，粘接处压扁，多留有指纹痕迹。
　壶盖：有平盖、罩形盖、凸盖多种。
平盖一（图11），盖片厚2毫米，打成泥片，子口为长条泥片围起，粘接处切成斜角，用手捏上即可，
再与盖片粘在一起，没做任何加工，且子口不居中，随意l生极大，盖面中有一小孔。
的子为圆柱体，用泥浆粘上即可。
　　平盖二（图12），无子口，厚薄不一。
的子有大小头之分，上大下小。
的子的装法是：将盖片中挖一圆孔，再将的子插入。
　　平盖三（图13），此盖盖面已有花纹，纹样清晰，为模具搪出或压出，再加工以印花。
子口较薄，且上薄下厚，里面与盖片粘接处，已使用复只（一种加工工具）加工，的子、盖孔处理都
比较讲究。
此盖从泥料、制作工艺、装饰方法、烧成等来判断，已不是明中期的工艺了。
　　罩形盖（图14），与前两盖相比较，制作方法较为讲究。
此种罩盖可能是贮存茶叶罐子的盖子。
见明代屠隆《茶说》云：“藏茶⋯⋯。
又买宜兴新坚大罂，可容茶十斤以上者。
”又见明代张谦德《茶经》云：“茶瓶，瓶或杭州或宜兴所出，宽大而厚实者贮芽茶乃久久如新，而
不减香气。
”　　凸盖（图15），盖面中间略凸起，的子为松鼠，两爪前伸，长长的尾巴，本应神态机灵，却成
一副憨态。
松鼠的制作，已使用工具加工，留有痕迹。
此盖工艺当属明晚期。
　　矮颈壶，器形扁矮、卷口，多为直流。
　　提梁壶，壶颈较矮、品种甚多，大小不一，提梁的粘接跟壶嘴粘接方法相同。
　　上述紫砂残器，为单独烧成，未与缸瓮一起混烧，也未使用匣钵。
紫砂胎质与陶缸相比，较为细腻，烧成断面呈紫黑色，常有火疵出现。
　　羊角山出土的部分紫砂壶类残器，从壶嘴及其他形态的泥料、加工手法来看，当是粗陶品种中的
煮水器、茶叶罐、水罐等。
从少部分紫砂残器来看，尤其是从壶盖来判断，当为明中期作品，此时的制作工艺，正由粗陶向工艺
陶转型，壶的造型也由煮水器逐渐演变为茗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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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的制作基本上是沿袭制作大缸的方法。
盖子的做工由粗到细，由无装饰到装饰，泥料由粗到细，种种变化都反映出与饮茶习俗的变化有着密
切的关系。
　　羊角山古窑址调查简报是由宜兴陶瓷公司《陶瓷史》编写组完成的。
笔者认为仅凭断层第四层中的乱砖与北宋中期南方流行的小墓砖相似、窑址中出现的龙头形壶嘴与北
宋江南墓葬中常见的龙虎瓶手法极为相似这两条，就作出“羊角山古紫砂窑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
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的论断是不够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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