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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陶瓷的科技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考古学遗存的发现、勘探、发掘和资料整理，还是在古陶瓷等文物标本的测试分
析、考古资料库的建立等方面，几乎都离不开相关的科学技术。
自然科技在传统考古学领域的融入和渗透已成为当今陶瓷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和亮点，给传统的陶瓷考
古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入古陶瓷科技研究领域的，通过向我国陶瓷考古第一线的学者和工作人
员虚心学习，奔走于各陶瓷考古发掘的遗址现场，迄今为止已同我国江西、浙江、河南、广东、陕西
、江苏、上海、深圳、福建等多个省市考古研究部门开展了研究合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
据。
尤其是作者还针对古陶瓷等文物的特点，将能量色散x荧光技术等无损分析方法应用于古陶瓷的测试
分析和鉴定，在包括古陶瓷微量元素数据库的建立、古陶瓷无损测试的参考标准和规范的制订等方面
都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本书所展示的大量实例、数据积累和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一种科学的探索和跋涉精神。
一名比较年青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耐得住寂寞而专注于古陶瓷科技考古研究
，这在当时相对浮躁的环境下是较为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遵循的一条科学道路。
其实，作者在选择踏人古陶瓷科技研究领域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96年，当时他跟随我攻读完
材料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希望继续深造，因此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录取后被我国著名的陶瓷科技考古专家李家治先生看中，当时老先生已近80高龄，考虑到吴隽同志的
专业基础和学术背景，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加入到古陶瓷的科技研究行列。
而当时陶瓷科技考古研究相对还比较冷僻，尽管在国外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在国内关注的人较少，
从事该学科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并不多，尤其是自然科学背景的年青学者就更少。
由于对这个专业还缺乏深人的了解以及对将来的担忧，作者当时感到非常彷徨，因此急切的写信向我
求教。
我当即回信告诉他，作为一名年青的科研工作者要有长远的眼光，这个学科在我国还处于初期阶段，
其重要性和价值还不为人所深知，既然你的背景基础被认为适合从事该学科研究，尽管当前关注的人
少，但并不能说明其不重要，换一个角度看，对于个人成长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机遇，而且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需求的提高，相信这个学科将来一定会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很欣慰，他最终选择从事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最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从事古陶瓷科技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并进一步参阅国内外大量的古陶瓷科技研究方
面的资料，吸收了近年来在古陶瓷研究领域中，现代分析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成果，对目前在古陶瓷研
究中所应用的新技术和方法，包括应用范围、局限性和特点等都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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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九章，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介绍目前在国内外古陶瓷科技研究中正在或将会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些测试分析技术，共分为
古陶瓷研究中的元素组成分析技术应用、占陶瓷研究中的显微结构与物相分析技术应用、古陶瓷研究
中的物理性能与热分析技术应用，以及其他分析测试技术在古陶瓷研究中的应用等四章进行介绍。
    下篇围绕古陶瓷的科技鉴定，主要论述当前古陶瓷自然科技鉴定分析法之——的成分鉴定法（无
损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共分为古陶瓷自然科学技术鉴定法概述、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无损X射线
荧光法应用于古陶瓷鉴定的理论基础和条件、古陶瓷科技分析与鉴定中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无损X
射线荧光分析技术在古陶瓷鉴定中的应用要素等五章进行介绍。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学、科技考古学、陶瓷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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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隽：男，博士，教授，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传统工艺协会理事、故宫博物院
古陶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学院古陶瓷研究所所长。
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包括中国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尤其是中国古陶瓷微量元素组
成数据库的建立，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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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古陶瓷研究中的元素组成分析技术应用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古陶瓷的研究主要
是依靠传统方法，即观察器物的造型、装饰、胎釉色调、光泽、釉面缺陷、底足、底款等外观特征，
并与标准器或考古发掘资料相比较，同时参考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以确定其烧造年代和窑口等，进一
步的技术和机理研究得非常少。
一是由于历史文献对古陶瓷技术的记载大都非常简单，既没有详细的配方和工艺条件，更谈不上科学
数据。
有些记载都出于不熟悉陶瓷工艺的文人墨客之手，互相抄袭、以讹传讹的现象时有发生，真正有价值
的技术文献为数不多，其中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则更少。
二是可供利用的技术分析手段的局限性，尤其是这些技术分析手段在古陶瓷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更几乎
是空白，因此给古陶瓷的深入研究，包括一些名瓷制作技术的再现等都带来了困难。
近年来，随着现代分析技术的自身发展及在古陶瓷等文物研究领域的应用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现
代科技手段在古陶瓷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古陶瓷的科学技术分析逐步形成热潮，其中古陶瓷的元素
组成分析技术又是热潮中的重点之一。
　　所谓化学元素组成分析是指对样品中不同的元素所占比例的分析。
在古陶瓷研究中，化学组成的测试和分析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能间接提供关于陶瓷的起源、原
材料的种类、产地、烧制工艺的演化以及产品流通等多方面的信息。
例如，对于陶器来说，可以根据其化学元素成分，确定其所用原料的来源、烧制的年代等。
在我国成分分析法最早应用于古陶瓷的研究中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周仁院士对杭州郊坛下南宋
官窑瓷片的化学分析，其目的是为再现我国南宋官窑瓷的制作工艺提供科学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教授以及他的同仁、学生们针对古陶瓷的化
学组成开展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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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关于古陶瓷的科技研究与鉴定专著。
本书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古陶瓷科技研究中正在或将要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些测试分析技术，及其从
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古陶瓷的内涵、显微结构、物理性能等，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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