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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试图从十八世纪清官瓷胎画珐琅的历史演变，追溯那段从器物制造上所折射的物质史和心灵
史。
本研究确定了清宫珐琅作彩瓷研制生产时间最多历时73年(康熙五十五年一乾隆五十四年)，又阐明其
地点、协助者、主导者、管理者、历任御窑督陶官、协造及作用；珐琅作的画、工匠的来源、姓名、
分工、人数；与铜器珐琅生产及艺术风格的密切关系；与铜料供御的关系以及生产特点；分析它的胎
质、造型、纹饰、款式、风格的演变；指出其技术与文化的链接和融合，具有聚技术、文化集成的两
大特点。
此外，清初对知识分子高压的政治环境迫使社会的精英“创造性转向
”，他们由积极参政转向寄情艺术反而是清代御窑成功的条件之一。
而“
年款的激励效应”则使清帝们更加认真地对待御窑产品，使其质量、工艺更加精细，也是清代御窑成
就的重要因素。
御窑的性质可归结为独断性、垄断性、封闭性、奢侈性、象征性、脆弱性六个特征。
宫中工匠心理变化是从“集体创造”到“集体抑制”的过程。
清宫珐琅彩瓷也可以说为景德镇瓷业从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密集化生产提供了物质及精神样本。
它也是顺应时代的民族文化融合创造的新势能在艺术创造上的象征。
当然，这同时也是对清代瓷艺发展的一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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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清代御窑厂是建立在明代陶瓷艺术成果之上。
在清代御窑建立之际，它首先收获了明代御窑在瓷艺上的丰硕果实：发展几近成熟的颜色釉——青瓷
、白釉及色釉；登峰造极釉下彩——青花和釉里红；走向巅峰之前的釉上彩——明代的斗彩与五彩；
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造器理念和思维方式——以实用精神为主，兼具艺术礼仪和道德精神、“天有时
，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①的造物精神；接收了明代官窑在清代留下的生产资源和人力资源。
明代的御窑制度得到继承，清代继续把景德镇作为御窑的造办机构，不同的是，一改明代的中官和地
方相互督陶制度，从工部和内务府派遣能干的官员重建清代御窑厂。
满清新贵对于工艺的理念和认知是明代君主们所不具备的。
这是一个来自长白山森林的，介于农牧和狩猎经济之间的新兴民族。
他们一直对伟大的南方——明朝抱着极其敬畏的态度，正如他们对于“天命”的敬畏一样。
和大明帝国的其他边民和附属一样，他们同样对明朝充满了依赖向往和羡慕之情。
在历史上作为边地少数民族，时常与明朝发生各种争吵，纠纷和摩擦，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纵马跃过
长城，掠夺南方的村庄、城镇，抢夺其拥有技艺的人口、牲畜、妇女与财物，肆掠一空，又退回寒涩
的北方。
在中国的历史上，寒冷、枯涩、荒瘠的漠北和山林一直是能量集聚之所，改朝换代的伟大力量和摧枯
拉朽的气势之源，一直源于这遍土地的深处，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就周期性地爆发。
如果说北方少数民族有时聚集起改朝换代的“能量”，但这种能量在何种条件下何种方式中得以“爆
发”？
而这些胜利者又以何种心态看待失败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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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开始写这《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的时候，我正在北国的清华园，攻读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陶瓷系陈进海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这也是我第一次投入写的一部论著。
对于清华，我一直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其传统的国学精神被糅杂于西式大学的设计外表之下。
清华的最早建筑、校园设计都源于一位美国建筑师之手，同出其手的还有与之西邻的燕京大学（今北
大）。
可是，设计师对这两所大学的设计思想和理念却完全不同。
他给北大以完全的东方建筑形式，并以山水园林和宝塔为核心，构筑了一个曲径通幽、湖光山色的燕
京大学；又以清华的开阔地势和明清贵族、皇族的宏伟园林构筑了颇似西式大学的建筑形式，尤以中
心的典雅的大礼堂及两边教学大楼为主线。
在主线之侧又辅以东方和西方相混合的“清华园”大门及咸丰皇族所居的“清华园”旧居，形成了今
天清华的“工字厅”和“古月堂’’东方建筑群。
我曾怀疑这片东方园林建筑为美国设计师保存下来是大有深意的。
至少，在他的心目中，这两者——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形式，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这种互为补充、辉映的建筑群落构成了清华的建筑特色，也同样影响着清华的精神。
它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包容，这种包容即含有宽容、理解与接纳。
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中国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特点，即东西文化、尤其是建筑文化的交流和相处。
它也体现了当代世界的混合特点，而这一特点，也掺杂于本研究课题乃至于研究对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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