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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E_B7_E9_95_87_E5_c34_234876.htm 女士们、先生们，瓷

器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我相信大家见得很多。那么多

姿多彩的瓷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到了瓷都景德镇，我们

就不能不去探寻一番，所以今天我就请各位去参观古窑瓷厂

，这个瓷厂为什么用"古窑"二字来命名呢？等会儿到了，我

再作解释。现在我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向各位介绍一点陶瓷

知识。 俗话讲："民以食为天。""食"就需要"器"，所以陶瓷的

发明，也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 在原始社会，由于雷电常

引起森林大火，大火烧过的土显得很硬。据说就是这个现象

给人类以启示，人们用粘土加水涂抹在篮子上，然后在火中

烧烤，得到了不易透水的容器，这就是最早的陶器。人们用

这种器皿来盛水，存放粮食、食品。陶器的发展是人类文明

的一大进步，我国大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发明了陶器。瓷是

在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瓷和陶相比，瓷比陶细腻、

光滑、坚硬；瓷以瓷矿石为原料，陶则以陶土为原料，瓷的

烧成温度在1300摄氏度左右，而陶一般不到1000摄氏度。 瓷

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

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在烧制白陶和印纹陶器的实践中，不断

改进原料和制作工艺，提高烧成温度，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传说在古代，中国瓷器第一次传到欧洲时，那美妙、坚硬的

器具令人惊讶，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如何称

呼，只知道是来自中国的，于是就称这奇妙的物品为"中国"

，即CHINA；这是为什么在英语中"瓷器"又是中国国名的一



种解释。 郭沫若先生在1965年来景德镇视察时，写下了一首

诗，开头两句是这样的："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

。"景德镇以产瓷享誉世界，素有瓷都之称。它古称新平，文

献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就是说景德镇在汉代开

始烧制陶瓷，至今已1700多年，"景德镇"这个名称也是因瓷而

起。这里的制瓷业发展到宋代已相当兴盛，影青瓷都是当时

的一大发明，在海内外影响深远。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

年)，真宗皇帝赵恒特别看重这影青瓷的产地，他下令这里的

瓷工烧制宫廷用瓷，即御瓷。经能工巧匠们的精心制作，这

批御瓷尤为精美，而且烧上了"景德年制"的字样，于是普天

下的人称这批瓷器为"景德瓷"，朝廷把这种瓷器的产地也改

名为"景德镇"。当然，现在这个城市远比昔日的景德镇大得

多，是一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1953年，景德镇

被列为江西省辖市。讨论名称时，有人建议改称为"景德市"

，但"景德镇"三个字是历史形成的，被全世界认可，分开不

妥当，最后还是定名为"景德镇市"。 在景德镇这块土地上

，1000多年来，窑火连绵，制瓷业代代相传，发明创造层出

不穷，如南宋末年创造了制瓷原料新配方，即瓷矿石加高岭

土的二元配方；元代创烧了青花和青花釉里红瓷；明代发明

了颜色釉、斗彩、釉上五彩瓷；清代发明了玲珑、粉彩瓷等

等。经过长期的锤炼，景瓷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古窑瓷

厂到了，有关景德镇瓷器的情况请允许我在以后的参观中再

作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现在来到了昌江区的蟠龙岗，这一片

树木掩映，错落有致的古代建筑，就是我冷冻将要参观的古

窑瓷厂。瓷厂，尤其现代化瓷厂，在国内，在世界上，不少

地方有，在景德镇当然也不少。但像眼前这样的瓷厂，据我



所知，当今世界，只此一个。这个厂是采用景德镇明、清时

期的方法制造奖品的。制瓷工艺工具、作坊和窑洞都是古老

的，产品也大都是仿古的，所以这个厂被称为"古窑瓷厂"下

面请随我进厂参观。 大家可能已经觉察到了，这里没有隆隆

的机器声，道路用青石板铺成，电线杆、电线等现代设施被

藏起来了，我们是滞有脱离现代城市喧嚣的清新之感呢？这

个厂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和继承明朝以来景德镇的传统手工制

瓷技术，再现明、清官窑制造皇宫用瓷的过程；同时也为了

集中保护当时散落在全市的明、清时期的作坊和柴窑，把它

们按照严格的程序搬迁，复原于此。可以说这里保留了陶瓷

文化的重要遗产。建成后，工厂按古代方式进行生产，制造

瓷器，同时对国内游人开放，现在成了来景旅游者的必到之

地。这一字排开的四幢古作坊和为坯房，每幢占地约600平方

米，外形和内部布局基本一样，但制作的产品不同，工艺和

设备也有差异。请进这一幢坯房，里面的工人正在紧张地工

作呢。 请看，古代的制瓷作坊就是这样，它由正间、廒间、

泥房和内院四部分构成。正间和廒间南北相配，两相平行；

泥房居西，中间为长方形的内院。各间均向内院敞开，组合

成一个封闭式的庭院，光照好，建筑、操作工人与大自然融

为一体。 正间是坯房的主体，坐北朝南，采光充足，瓷坯制

造的各道工序，全在这里面完成。这是辘轳车，是制作瓷坯

的主要设备，它们排列井然有序，各工种操作岗位环环相扣

，严谨而且协调。请往上看，那个被称为坯架，用木料托着

一排排瓷坯半成品，这样的设置使正间的上部空间得到充分

利用。 廒间即仓库的意思，是存放原料的场所，它*近东门，

方便原料运进。 请大家看西面的泥房，这里很阴凉，里面是



经过精制的泥料，它比和好的面粉还细腻。工人师傅正在用

脚踩，以后还要存放一段时间，再拿去做坯。请各位考虑一

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这样先生讲得很好，是为了消

除夹杂的泥料中的有机物和空气，因为这些东西都影响瓷坯

的质量，所以泥料存放时间越长，揉打越充分，越有利于提

高瓷器的质量。 现在我们来看看内院，这是瓷坯自然干燥的

场地，中间有一个长方形水池，水池上部是个木架子，统称

为晒架塘，这可是古老作坊内的重要设施，而且非常巧妙。

是否有哪位女士或先生能解释它妙在何处？请这位小姐讲一

讲，很好！谢谢您。水池和晒架一上一下，利用了空间，减

少了占地。池内的水大部分是下雨天储存起来的。水是淘洗

泥料所必需的，因而既方便又省力。除此之外，还有更深一

层用意。我们知道水分是会蒸发的，而蒸发量又随气温和温

度的变化而变化。大气炎热干燥之时，池内水分蒸发加快，

增加了池上方晒坯区域的水分，也就是说这部位的气候得到

调节，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架上坯体的干燥速度，坯体干燥

缓慢，收缩就均匀，到高温烧成时，就可以减少或消除成瓷

出现裂纹的毛病。 瓷坯大部分是在这些辘轳车上完成的。你

们看，工人师傅坐在上面，用木棍使劲搅车盘，车盘快速转

动，这时即进行做坯或旋坯，工作中车盘转动逐步变慢。慢

到不能作业时，又使劲搅几圈。就这样，*惯性维持车盘运转

，所以没有马达的轰鸣，显得安静、和谐。这位年轻师傅正

在车头放一团泥，他双手相捋，随着车盘的旋转，一个碗的

雏坯出现了，这就是"做坯"，俗称"拉坯"。碗、瓶、罐、缸等

器皿都是这样拉出来的，可见做坯师傅的双手是多么灵巧，

真可称得上是"万能模具"！ 请看！这位师傅正在聚精会神地



旋坯，拉制出来的初坯至一定的程度，再在辘轳车上用刀削

成符合要求的坯体，称为"旋坯"和"利坯"。坯体放在中心的木

桩上，师傅根据坏体的外形及尺寸要求，使用不同的刀具来

旋削坯体的多余部分。他基本没有什么测量工具，控制坯体

的外形、高低、厚薄等几何尺寸，*得是眼观、手摸、耳听

。"眼观"、"手摸"似乎还可以理解，但耳听是怎么回事呢？所

谓耳听就是用"弹指听音"的方法来确定坯体的厚薄。旋坯师

傅根据坯体不同部位，不同厚度，指弹后发出的不同声音，

来决定何处下刀，旋削多少。一件坯正是经过旋坯师傅高超

手艺，一丝不苟，一刀一刀地旋削，变成一个形状规整，厚

薄得当的半成坏。当然，弹指听音，听其音而知其厚薄，决

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陶瓷艺人长期丰富经验的结晶。清代著

名督陶官司唐英说："款式粗细，关乎旋手之高下，故旋匠为

紧要之工。"这几个师傅在画青花。青花是釉下彩，青花料主

要成份是氧化钴，在坯胎上画好青花纹样后，再上一层透明

釉，入窑一次烧成，。这些年轻的青花女工，右手拿一支特

殊的毛笔，笔尖很细，但笔头是鼓鼓的，饱蘸着青花料。碗

坯在她们左手上转动，右手下笔灌酒自如，轻重粗细恰到好

处。大家可看一下表，画完一个碗需多长时间？对，10多秒

钟，只需10多秒钟，碗坯上就布满匀称、豪放、带有丰富色

彩的茶花。 从原料到瓷坯，全部工序都在一个坯房内完成。

看完了景德镇这种特有的制瓷作坊，不知各位有保感相？总

的说来，它外观简朴，工艺布局紧凑通畅，既经济又实用，

而且方便管理，达到了最佳组合状态，实现了功能、结构、

风格三者和谐的统一。 瓷坯如何变成瓷器呢？这就要把它们

送到窑房，装进匣钵，放到窑炉内，经过1300多摄氏度的高



温的烧炼。下面就让我们去窑房看看吧！ 只有景德镇才有的

柴窑就在这座古朴的屋子里，请大家留意一下那根烟囱，它

们顶部不是圆形，而是钢笔尖形，与众不同。为什么呢？有

专家讲是为了减少风力对烟囱的影响，使烟囱抽力时不会时

大时小，比较的均匀。柴窑又称镇窑，是古代制瓷重而关键

的设备。这座柴窑已被列为省级文物。它以松柴为原料，是

烧制某些特色传统瓷，尤其是颜色釉瓷最合适的窑炉。柴窑

长达18米，呈长锥形，犹如俯卧的半个蛋壳。尾部直接砌筑

高约21米，壁厚80-90毫米的薄壁烟囱。令人费解的是烟囱砌

接泥缝呈8°的倾斜，这又与普通烟囱两样，为什么呢？原

来8°的倾斜缝可以大大增强烟囱的牢固度。 柴窑是景德镇

瓷工智慧的结晶，它综合运用了热工学、力学、材料学等学

科知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容量大，一次可装烧8-15吨

日用瓷，烧制的品种多，以颜色釉为例，一窑能同时烧造

出100多和中成色离奇的瓷器它热效率高，烧1公斤瓷器仅耗

松柴2-2.4公斤。 请看这窑房，也很独特。构架是99尺的方形

柱网。梁柱都是砍去枝丫，削去树皮的自然躯干，工匠巧妙

地利用弯曲的木材作为构架，使房屋结构大为提高。二楼用

于堆放松柴，楼面负荷每平方米超过1吨。据说明代时景德镇

发生一次地震，许多房屋倒塌，而这窑房却巍然不动。 这里

窑工们正要满窑。演窑就是将装有各种瓷坯的匣钵按预先设

计放入窑内。20余名工人配合默契，紧张有序。要装满全窑

，大约需8小时；然后封上窑门，点火烧炼，需延续24小时左

右；接着熄火冷却，至少一昼夜以上。最后从窑内取出的就

是各种成品的瓷器了。开窑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进窑一色

，出窑万彩，这是智慧和汗水的成果，这成功的喜悦令人陶



醉。各位，这次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看到烧窑和开窑，有点

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能补上这次的不足。在同一窑

炉内要同时烧出10余吨瓷器，其工艺之复杂是可以想象的。

但自古至今，这种窑炉从不使用什么测试仪器，没有任何设

备帮助工人控制烧炼过程，直到本世纪60年代初，照明还是

用煤油灯。用柴窑烧制瓷器，*得是工人人们的实践经验，严

密的劳动组合和精细的分工。全窑有一位技术总管，称之为"

把桩"师傅。他是柴窑烧瓷工艺的总负责人，烧瓷过程中的各

种技术难题，由他全权处理，在瓷器烧至将熟而又未熟的时

候，停火时机的把握最为关键，烧炼时间过头，瓷器会发黄

，甚至出现倒窑，倒窑即窑内装坯的匣钵被烧倒塌；火候不

到，瓷器又未烧熟。这时完全*把桩师傅的一双眼睛。他除了

从窑的望火口观看火焰颜色外，还借助于唾沫，向窑棚望火

口吐适量唾沫，根据唾沫在火中瞬间变化的情况，来作出判

断。柴窑烧瓷的确有几分神秘色彩，有关把桩师傅的传奇故

事也不少，其中"童宾跳窑"的故事广为流传。 童宾是明万历

年间著名的把桩师傅，他技术高明，为人正直，深受窑工们

的敬仰。他当时受命为皇宫烧制特大号青花龙缸。皇家贡品

，不仅件头大，而且要求不能有任何疵点，即瓷器表面须"万

里无云"，这在当时是极难做到的。童宾和瓷工想尽一切办法

，多次烧造均未成功。眼看交货期逼近，皇命难违，瓷工们

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身负重任的童宾为了瓷工们的活路，

在烧造龙缸的关键时刻，乘人不备，毅然纵身跳入熊熊的窑

火。说也奇怪，这次果然把龙缸烧成功了。直径3尺，高达2

尺多的大龙缸，确实万里无云，白瓷如玉，青龙腾去驾雾，

呼之欲出。真出谓世间奇珍。人们说，这次之所以如此成功



，是因为童宾显灵。后来童宾被嘉封为"风火仙"。自此，景

德镇世代供奉风火仙，香火不断。真是"千年窑火承天锦，十

里陶歌动地诗"。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这里的产品陈列室，

也让我们对景德镇瓷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来到这个琳琅满

目的瓷器陈列室，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人们买东西都讲究

正宗，这里的瓷器可说是最为正宗的景德镇瓷。对景德镇瓷

器的特点，人们用四句诗一般的话来描述，即："白如玉，明

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景德镇人最引以骄傲的瓷器是"青

花瓷，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和薄胎瓷"，在这个陈列室里

景瓷的特点有充分的反映，上述品种也有全面展示，请大家

欣赏。 女士们、先生们，古窑瓷厂的参观就到此为止。有一

位来自英国的研究工业史的专家，在参观这个厂后对我说："

到这里我仿佛回到了16世纪的景德镇，这里的作坊、柴窑、

窑房、工具等都是有价值的文物，而更有意义的是：这里按

古代的方式制造瓷器。所以可以讲，古窑瓷厂是名副其实的

陶瓷业活博物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