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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6_99_AF_E

5_BE_B7_E9_95_87_E7_c34_43373.htm 一、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

，素有“瓷器之国”之称。景德镇是我国陶瓷主要产地之一

，制瓷历史悠久，闻名中外，享有瓷都之誉。郭沫若１９６

５年在一首诗中写道：“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

。” 景德镇春秋时属楚地，秦统一中国后属九江郡，汉改属

豫章郡，三国时属吴；东晋荆州剌史陶侃曾“擒江东寇于昌

南”，遂于此地设镇，曰新平镇，意为新近平安之地。唐开

元四年（公元７１６年）改镇置县曰新昌县。唐天宝元年（

公元７４２年）更名为“浮梁”。据《郡县释名》：“以溪

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也”，故称浮梁。因镇治所在昌江之

南，又称昌南镇；又因此地镇民多以陶为业，故又称陶阳镇

。 景德镇一名始于北宋景德年间（公元１００４－１００７

年）。“北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

，真宗命进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光致茂美

，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瓷器。”（《景

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由此得名。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

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烧造官

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

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无疑是一

个有力的促进。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

首先是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

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烧造出颇有气势的大型器

皿；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成功，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



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

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然后是颜色釉的成功，高温烧成

的卵白釉、红釉、蓝釉，是熟练掌握了各种呈色剂的标志，

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单一的影青釉和单一的刻划花装饰

的局面。 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官府用瓷。

为了保证御窑厂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

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使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队伍和瓷业生产

规模都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正是当

时极好的写照。明代的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

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

发展。此时的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

，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以成化斗彩为代

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年间的

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业的高

度技术水平。景德镇明代瓷器既有釉下彩绘又有釉上彩绘，

还有釉上与釉下相结合的斗彩，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

一个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

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

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

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

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采，高低温颜

色釉“精莹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的

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乾隆的青

花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绚丽、瓷

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



，景德镇瓷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瓷业

逐渐萎缩衰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景德镇瓷业才重新焕

发青春，又走向繁荣振兴之路。 二、 瓷器的发明，是人类文

明进化的产物，是古代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瓷器源

于陶器，又精于陶器。在人类历史源流中，陶器的出现，并

非某一地区先民的独创，它是史前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而

瓷器的发明，历史已经证实，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

到东汉时期，我国最早的瓷器已经脱胎而出，自它问世以后

，我国由南到北相继出现了烧瓷的窑场。 景德镇开始制作瓷

器以前曾有过制陶阶段，“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浮梁

县志》）。据清人蓝浦《 景德镇陶录》：“（景德镇）水土

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此。”可知景德镇于南北朝时的陈朝

便有了瓷业烧造。根据目前发现的古代窑址和出土实物考察

，景德镇至晚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了瓷器的烧制。景德镇制

瓷业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她虽然不是瓷器创造者，但却以集大成者的风姿，以高度

的瓷业成就，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陶瓷文

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从瓷器烧制方面考察，主要表现在质地

、造型、装饰三个方面。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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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