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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花瓷器鉴定》用了很大的篇幅对青花瓷器的造型、纹饰作了详细地叙述，并采用了纵横排比
的方法，在分析各个时代造型、纹饰不同特征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对它们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点以及
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作了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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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辉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祖籍湖南临澧，1933年生于湖北沙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跟随我国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研习陶瓷。
调查了全国南北各地古代瓷窑遗址，对故宫博物院清宫珍藏的官窑瓷器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先后发表了调查报告、考证、论述文章百余篇，一百多万字。
参与撰写了《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教程的有关章节；主编《中国陶瓷全集》之《钧窑》、《
中国美术大全》陶瓷卷的《隋唐五代》、《宋代》（上、下）共五卷；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
全集》中的《晋唐名瓷》与《宋瓷器》卷等；编辑出版了《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个人专著《宋代
官窑瓷器》、《中国瓷器鉴定基础》等。

　　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参加有关中国陶瓷的国际讨论会。
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受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享受国
家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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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捧槌瓶 瓶浅盘口，直颈，直腹，圈足。
棒槌瓶为康熙时期所创烧，是民窑青花瓷器中最具典型性的器物之一。
器身常装饰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山水、人物、花鸟、草虫以及历史故事的题材。
底双圈内书“大明成化年制”款或双圈内画象征物作款，有时双圈单独使用（图194、195）。
 2.观音瓶 瓶撇口，短束颈，丰肩，肩以下渐内收，圈足外撇。
因瓶似立观音而得名。
观音瓶为康熙年间的典型器物，除造型外，其他与棒槌瓶相同，也是康熙青花瓷器较为多见并具有代
表性的器物之一（图196）。
 3.花觚 花觚来源于古铜器式样，宋代官窑与龙泉窑都有烧制。
觚广口外撇，粗长颈，束腰，腹微凸起，高圈足。
从清代顺治时期开始生产花觚，但器形为小，康熙时大量烧制，它与捧槌瓶、观音瓶、凤尾尊一样，
具有康熙青花的典型风格，为康熙民窑青花瓷器中较为多见的一种。
另一种花觚口足外撇，束腰无腹，多用于外销，现英国博物馆内就有多件（图197、198）。
 3.凤尾尊 尊大口外撇，粗长颈，溜肩，肩以下内收，圈足外撇。
凤尾尊为元代龙泉窑所创烧，康熙时期用以烧制青花瓷器，它与捧槌瓶、观音瓶成为康熙民窑青花“
三大瓶”，成为康熙时期最典型的青花瓷器（图199）。
 5.方腹瓶 瓶撇口，短束颈，溜肩，长方形腹，方平底足。
此瓶为观音瓶的变体，也有称它为“方棒槌瓶”的。
康熙时所创烧并独具风格。
瓶一侧书“得鱼换酒江边饮，醉卧芦花雪枕头”，另一侧书“庚午秋月写于青云居玩”。
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器底中心又书有“大明嘉靖年制”款。
这种干支“庚午”与“大明嘉靖年制”款的矛盾是康熙前期严禁书康熙年号、而书写明代帝王款的真
实反映。
这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断代依据（见图193）。
 6.广口瓶 瓶撇口，粗颈，垂腹，高圈足外撇。
康熙时创烧，在青花瓷器中较为流行，也是康熙时期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
因其形似琵琶，也称“琵琶尊”。
底中心常书以“大明成化年制”或“大明宣德年制”款（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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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花瓷器鉴定》由故宫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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