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窑>>

13位ISBN编号：9787811188141

10位ISBN编号：7811188147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上海大学

作者：马骋

页数：1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窑>>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介绍陶瓷文化旅游为主，研究的方法在尽可能汇聚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
建窑窑址实地考察，从窑炉、窑具和具体窑场的瓷片为切入点，来系统整理建窑古瓷的器形、釉面装
饰、瓷胎、圈足、底款等，从宋代建窑名瓷的起点研究产品工艺；并通过对其形成历史名窑的文化形
态、历史和人文环境、自然状况的研究，阐述自己对建窑之所以成为一代名窑的见解。
即试图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去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
本书由马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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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建窑在晚唐、五代创烧时期烧造青瓷，器型以碗为主。
至五代末宋代初烧制黑瓷，由于宋代盛行饮茶、斗茶的风尚，加上北宋末年的徽宗皇帝赵佶身先士卒
，常与臣属斗茶，其示范效应影响了整个社会风尚，于是建窑开始创烧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又富有装
饰效果的黑釉瓷产品，尤其是黑釉茶盏，品种包括兔毫釉（参见图典4）、油滴釉（参见图典5）、曜
变釉、结晶冰裂纹釉、茶叶末釉（芝麻花釉）、龟裂纹釉、酱褐釉等由窑变产生的自然结晶釉产品，
以及黑釉点白斑、黑釉铁锈花、黑釉描金彩等人工绘饰艺术的作品。
因为黑釉茶盏利于衬托白色茶末，易于观察茶色，是以黑釉茶盏为斗茶的最佳器具，故黑釉茶盏的烧
制盛极一时，从而促进了宋代黑釉瓷器的普遍发展，使建窑成为名躁一时的著名窑场。
建窑黑釉茶盏“供御”、“进璜”送至北宋皇宫所在地开封，引起了北方窑场的关注，包括定窑、磁
州窑、耀州窑等名窑均模仿烧制黑釉瓷，然而建窑生产的黑釉盏仍然最为著名。
以烧制黑釉盏供人们斗茶而发展起来的建窑，除利用当地特有的瓷土，创烧出许多不同凡响、色彩瑰
丽，又别具一格的黑釉瓷茶盏外，同时还烧制柿红釉、青釉、灰釉等杂色釉产品。
至元明时期，建窑主要烧制青瓷；清代是建窑烧制的尾声，以烧制日用青花粗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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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窑》是中国名窑遗址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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