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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7_8E_B0_E5_c34_38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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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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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靠近东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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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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