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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集中展示南京博物院几代学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体现研究与服务相结合的学术理念，南京博物
院特别编纂了《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系统整理先辈和当代学人的学术论著，介绍他们的治学方法
和研究成果，使之作为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且传承下去，成为后学汲取学术营养并获得灵感的重
要源泉。
同时，真诚希望青年学人能传承学术薪火，坚持良好的学术风气，促进相关工作的不断开展，探索一
条新时期可持续的学术途径。
所以，《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不仅是优秀的学术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编纂的过程不仅是对历
史文化积淀的整理，也是对南京博物院学术精神的弘扬。
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从学术传承着眼，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随着时间
的推移必将会成为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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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伯胤（1921～2009年），陕西耀县人。
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到南京博物院工作，研究员。
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第一届理事、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1951～1974年，先后调查剑川石窟，西藏民族文物，苏州丝织业、造钟手工业和公所等有关民族手工
业和手工业组织；赴苏联调查民族工作；赴墨西哥考察民族学博物馆。
从事田野考古，始于1952年的长沙发掘，之后在六朝陵墓、新沂花厅村新石器遗址等参加考古发掘及
调查工作，并找到南唐二陵遗址。
80年代初，独创博物馆藏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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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从纵向向横向发展。
经过长期的科学积累和勤奋研究，我国古陶瓷的纵的历史面貌基本上清楚了。
或者说，过去的研究重心是在垂直方面下了大工夫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我们已经初步总结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鸦片战争前的我国古陶瓷手工业发
展的规律。
就一个历史名窑而言，也是以它的历史为研究重点，并且运用令人信服的实物材料雄辩地指出这个窑
的产品在每个历史王朝的特点以及垂直型的证据。
最近，耀州窑出土的30万件实物材料，首先揭示的也是唐、五代、宋、金、元五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
点和上下作用。
至于横向的研究，已有“环视四周”的北方白瓷与南方白瓷，全国黑釉瓷，北方馒头窑与南方龙窑，
铜川黄堡镇“德应侯碑”与河南修武当阳峪“德应侯梧灵碑”的比较研究成果发表。
这虽是可喜的收获，但还十分不够。
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发展横向研究，其主要内容还不是陶瓷学本身的问题。
夏鼐在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写的前言里指出：“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
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所谓科学的整体化，是指每一学科同别的学科在理论上的互相渗透，
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
研究中国陶瓷学也必须研究它的整体化。
我们都很清楚，古代的陶瓷器虽是一件件普普通通的日用器皿，但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
可以这样认为：除了无陶器的远古时代，除了一直到现在还不使用陶器的土著民族，所有的人几乎天
天都要和陶瓷器打交道。
因此可以这样说：小小的一件陶瓷器，无不体现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习惯和爱好，也无不包
含着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
亦即是说，任何一件陶瓷器都在反映着社会的需要，反映着制瓷艺匠的个人才能和技术，反映着社会
及个人对于装饰美的倾向和追求。
再从一部物质文化史的整体看，陶与瓷都是以新的物质出现在两个相距较远的历史时期，在它们被人
发现和利用后，它一定是模仿和代替了一些别的质地的器物，一定会受到别的器物在技法与装饰上的
影响，也一定有更多的全新的创作问世。
如我们常见的宋代影青三子瓷盒子，原是贵族妇女的妆奁器，最早都是用金银或髹漆制作的。
特别是和漆器中的三子盒、五子盒等更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研究古代陶瓷器，应该比较研究陶器瓷器，青铜器陶瓷，金银器一陶瓷，漆
器一陶瓷，匏器一陶瓷等方面的继承和演变，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这些变更是以什么为媒介，又是如
何引进的，如何接受的。
再从陶瓷器上的装饰看，无论是花卉、树木、禽鸟、人物、云水、龙凤，还是各式各样的图案画，都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美学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反映。
因此，在研究陶瓷装饰画时，必须研究与之有关的美术史和美术作品，必须研究其他工艺品的装饰美
术。
例如将康熙五彩耕织图瓶和清代画家焦秉贞的《耕织图》比较研究，对清初画院的画师参与绘瓷的事
得到了又一个证明。
　　第二，从直接观察向科学实验发展。
长期以来，对陶瓷器的整理和研究，似有一定的“程式”，总是习惯于它的大小高低、形状色彩的描
写，而且用字也有许多“套话”，使人不易捉摸。
吴金鼎所提出的六项，虽然也是以直接观察为主，但已注意到工艺技术和装饰艺术。
而且对观察内容还提出了新的框架。
例如陶器的成型，吴金鼎并不注意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要人从手制、轮制、拍打制几个方面去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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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察，就不会单单是一双眼睛能看清楚的，必须依靠观察者对于陶瓷工艺的熟悉程度。
如果一个陶瓷研究者能亲自参加烧造，那他取得的发言权就很充分了。
所以我说吴金鼎的方法是科学的，是超越了他的前代人的。
但是同是一种红的颜色，为什么有的是“宝石红”，有的是“豇豆红”，有的是“霁红”，有的是“
釉里红”，有的是“窑变”。
这些，在吴金鼎先生的书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请研究陶瓷的科学技术专家来回答。
半个世纪以来，周仁先生开创的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是贡献极大的。
他们论证“中国陶瓷工艺发展过程是通过逐步实现原料的选择和精制，炉窑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
以及釉的形成和发展而实现的”。
②结论不仅发现了我国古陶瓷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且还指出一条全新的方法。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古陶瓷的研究上，才有可能对古陶瓷的历史意义
和工艺技术获得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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