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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但今天我们生活中的瓷器，已经变成一种平常不过的用品。
以现代工艺批量生产出来的瓷器，吸引大多数人注意的只是它们的造型、质地与价格，较少能引起人
们对之进行专门的文化考察。
古代瓷器则有所不同，它们的年代、工艺、纹样、造型等都包含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所以成为研究
者的研究对象。
对于鉴赏与收藏家而言，他们需要对古代瓷器进行准确的年代、产地和市场价值的判断，还需要对生
产工艺、造型纹饰等有所研究，以提高鉴赏价值。
考古工作者则通过对瓷窑遗址的实地考察与科学发掘，了解古代制瓷手工业的工艺流程；通过对发掘
品的断代、分期来认识区域瓷业的发展阶段、变化轨迹；通过对了解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对古代瓷
业遗存中的有关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美术史研究者也关心古代瓷器，但吸引他们的主要是有特殊意义的瓷器图像，这是瓷器的一部分，而
不是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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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是我国古代制瓷业发展的高峰期，其中青白瓷的生产在同时期各窑系的窑址中数量最多，分
布最广，在外销瓷中也是最大宗的产品。
作者在总结考古学、陶瓷工艺学及社会经济史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宋代青白瓷的起源、生产、销售
等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区域经济文化交流、区域开发等历史地理问题。
《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写作开拓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也深化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为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

作者简介

　　黄义军，女，1968年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
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获历
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获地理学博士学位。
曾就职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2008－2009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历史考古与古陶瓷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书评及学术短文二十余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问题的缘起
二 研究史回顾
三 人文地理的相关概念与瓷业地理研究
四 本书的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第一章 青白瓷起源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南青北白”瓷业地理布局的形成
一 白瓷在北方的创烧与发展
二 北方地区唐墓出土白瓷的增多与上层对白瓷的偏爱
第二节 北方白瓷在南方的传播与南方白瓷的创烧
一 中晚唐：南方地区出土白瓷的增多
二 五代十国时期：白瓷在南方出现普及的趋势
第三节 南方的白瓷生产与青白瓷的产生
一 白瓷生产在南方的兴起
二 青白瓷的技术来源
三 早期白瓷与青白瓷生产的地域特点与原因
四 青白瓷出现年代的初步推断
小结
第二章 宋代青白瓷窑址分布的历史地理考察
第一节 宋代青白瓷窑址的分区
一 长江中下游南岸沿江地区(A区)
二 赣江流域(B区)
三 湘江流域(C区)
四 钱塘江流域(D区)
五 闽江、晋江流域等东南沿海地区(E区)
六 岭南地区(F区)
第二节 宋代青白瓷窑址分布的时空变化
一 五代至北宋早期：从白瓷生产到青白瓷的兴起
二 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青白瓷烧造区域的扩大
三 南宋中晚期：青白瓷窑场分布格局的变化
第三节 相关问题讨论
一 繁昌窑：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白瓷的生产中心
二 景德镇：北宋中期以后青白瓷的生产中心
小结
第三章 宋代青白瓷的销售区域与运输线路
第一节 宋代青白瓷在大陆的出土情况
一 北宋早期：以州府城市为主要服务对象
二 北宋中期：青白瓷分布范围的扩大
三 北宋晚期：青白瓷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期
四 南宋前期：青白瓷分布范围的收缩
五 南宋后期：青白瓷分布区域的变化
第二节 宋代青白瓷的外销情况
一 出土宋代青白瓷的国家和地区
二 宋代青白瓷的外销港口和运输线路
小结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

第四章 青白瓷流布反映的区域经济联系
第一节 区域之间商品流通的非均衡性：长江下游平原与
中原北方地区
一 长江下游平原
二 中原北方地区
第二节 供求关系与政权阻隔的交互影响
一 辽境出土的青白瓷
二 金国境内出土的青白瓷
第三节 政治中心的转移与青白瓷流向变化：以宋代川峡
地区为例
一 青白瓷出土地点的地理特性
二 从出土青白瓷看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交往
小结
第五章 青白瓷流布反映的区域文化特性
第一节 青白瓷生活用品与使用者身份
一 长江下游平原出土的青白瓷与使用者身份
二 青白瓷与宋辽社会上层的日常生活
第二节 瓷质明器神煞与江南地区丧葬文化的地域性
一 多角坛与盘口瓶的丧葬功能
二 多角坛的分区与区域交流
三 盘口瓶的分区及区域交流
四 根据《太平寰宇记》复原的宋初江南风俗区
五 讨论：多角坛、盘口瓶分区与《太平寰宇记》体现的
风俗区的对比
小结
第六章 宋代南方瓷业与区域开发
第一节 瓷业生产与各种地理要素的互动
一 原料
二 水源与交通
三 人口数量与人口构成
四州府城市与镇市
第二节 个案研究：唐宋之际的区域开发与早期青白瓷窑场的兴起
一 皖南沿江地区的开发与繁昌窑的兴起
二 鄂东沿江地带的经济开发与青山窑的兴起
三 赣江流域的开发与赣州窑等窑场的兴起
小结
结语：瓷器生产与古代社会——地理学的反思
附录：征引古籍版本备览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近世以后，青白瓷又有了“影青”的别名。
“影青”起初并不指宋代青白瓷，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永乐影青一种，瓷质极薄雕暗龙，表
里可以映见花纹，微现青色，故日影青”。
大概人们觉得宋代青白瓷更符合“影青”的特点，久而久之，这一名称便成为它的专称了。
宋代文献中的“青白瓷”以及近世“影青”一名，多以景德镇宋代青白瓷为标准。
学术界对青白瓷的定义则宽泛得多，凡是“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和白中显青”的瓷器，
都可以称为青白瓷。
《中国陶瓷史》认为：“由宋迄元，青白瓷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大的瓷窑体系。
”除景德镇外，“属于青白瓷窑系的还有吉安永和镇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
同安窑、南安窑等”。
经过近几十年的陶瓷考古，青白瓷窑系中又加入了更多地区的窑场。
除上述各地，安徽、湖北、浙江、广西、湖南等地都有青白瓷窑址的报道。
这些窑场生产的青白瓷，大部分与鉴赏家所称的“影青”，即景德镇成熟时期的青白瓷，有很大的区
别。
如繁昌窑青白瓷色调泛黄或泛灰，其上品也微带灰色。
青山窑青白瓷的釉色偏灰或偏绿。
不仅如此，就是一地所产的青白瓷，也会因早晚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如景德镇北宋早期的青白瓷釉色偏黄，到成熟期才呈现出纯正的青白色，晶莹剔透，有类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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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
2003年，我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
入学之初，导师唐晓峰教授就和我商定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古代制瓷手工业这样一个选题。
一方面，他考虑到我有一定的古陶瓷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是选题本身的挑战性吸引了他。
虽然唐老师不研究陶瓷，但从我平日的言谈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地理学的学术趣味。
唐老师提倡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学生选择具备复杂性的、有趣的课题。
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很快就确定了选题。
由于历史地理学界以实物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并不多见，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成熟参照范式的
情形下展开的。
入学之初，我对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还是一知半解，遑论将数量庞大的考古材料融入历史地理学的
理论体系，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
唐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来培养我的地理思维。
在人文地理学的门槛前徘徊了很久以后，我终于迈进一步，看到了它的天空下闪烁的星光。
这门“管得宽”的学问，不仅有着体国经野的责任，更有对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深情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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