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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对中国古陶瓷产生了兴趣。
此后几乎沉溺其中，摸实物，考文献，玩瓷片，跑地摊，交了不少“学费”，也长了不少见识。
总之，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加深了对古陶瓷的认识，同时通过古今、真伪的实物对比，也提高了鉴
别古陶瓷的能力。
看来这十来年的业余光阴还不算虚度。
我原来的专业兴趣是中国古代文史，而重点在诗词，与古陶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中国的学问许多是相通的，治学也贵在能通，打破间隔，四通八达。
我虽不敢望“通人”，却在玩陶瓷的过程中，多少也尝到了一点“通”的滋味。
有时从陶瓷而翩然联想文史，有时从文史而豁然返顾陶瓷，二者相互启发和印证，似乎对一些规律性
的东西有了更深的体认。
因而窃喜玩物而不丧志，并乐此不疲，产生了写一点业余感想的念头。
这本小书就是一个尝试。
如果说它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从“圈外人”的立场，企图较多地揭示一点中国古陶瓷的人文
背景和文化内涵，在眼光上与专业的陶瓷史家也许有点差异。
同时对中国陶瓷史上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点浅见，不敢自是，聊作喤引而已。
既然名之为“陶瓷史”，基本的史实框架和发展轨迹是不能杜撰的，在这方面取资于时贤的著作者颇
多，尤其是冯先铭先生等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以及近几年发表的陶瓷考古资料，从中受惠不少，
未能一一注明，谨于此表示感谢。
在我玩古陶瓷的过程中，曾得到好几位从事文物考古的友人的关心和指教，如牟永抗、任世龙、张浦
生先生等，我很感谢他们。
还有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摆地摊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许多书本上所没有却很实在的知识，我
同样感谢他们。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老伴，没有她的宽容和支持，我这种醉心于古陶瓷的癖好是不可能养成的，这本
小书也无从产生。
更使我感到快慰的是，儿子也有同好，常得相互研讨之乐，在家庭中大有“吾道不孤”之感。
我曾写过几本书，都是专业兴趣范围之内的，这一本却纯然是“业余”的，写作心态有所不同，较为
放松舒展，有如戏曲票友之自拉自唱，不计工拙，而自觉兴味盎然。
今后也许还会写一点这类“票友”式的文字，既以自娱，也不惮献丑，倘能得到读者和行家的垂教，
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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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瓷，土与火的情愫，水与土的升华，以其绝妙的风姿，征服了古人今人。
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陶瓷工业史，是一本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的专业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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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战垒，字刚如，浙江浦江县人。
一九三九年出生于书画世家，曾从夏承焘先生研治唐宋诗词。
浙江古籍出版社资深编审、汉语大词典，编委。
出版《中国诗学》、《听涛集》、《文艺欣赏漫谈》及诗词校注等论著十余种。
对中国文物亦有浓厚研究兴趣，善于发掘文物的文化内涵，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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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绚丽多彩的童年——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从陶色来分，有红陶、
灰陶、黑陶、白陶、彩陶等品种。
还有一些过渡性的间色，如红褐陶、灰褐陶、灰黄陶、灰黑陶等。
陶色的差异，通常与制陶原料和烧成气氛等有关。
如陶土含铁量较高，在氧化气氛中就烧成红陶；在还原气氛中则烧成灰陶；倘若火焰控制不佳，灰陶
发色就不纯，呈灰黑色或灰褐色，质地也较疏松。
黑陶的烧制较为复杂，开始用氧化焰，使胎体硬结；其后控制为还原焰，并用浓烟熏翳，经渗炭而成
黑陶。
白陶用一种类似瓷土的白黏土作胎，因氧化铁含量低，烧成后呈白色。
如陶土中钙、镁、钾等元素的含量偏高，则可能烧成黄陶或橙黄陶。
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红陶，烧成技术最容易，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常见的陶器品种，中期以后逐渐减
少。
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灰陶，技术要求比红陶高，质量也较好，到龙山文化时代已取代红陶而居于主要
地位，此后绵延不绝，成为我国历史上陶器的生产主流。
黑陶最早出现于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时代，而盛行于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即新石器时代晚期。
由于制作精致，产量不高，延续时间也不长，后世的粗制黑陶，已不可同日而语。
陶色的不同，既有原料、工艺条件上的原因，又有时代、地域和文化习尚等方面的复杂因素。
如白陶集中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湖南大溪文化，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色。
红陶、灰陶、彩陶出现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父权制确立后，则出现了精美的黑陶和白陶，其
时代性也较明显。
至于彩陶的纹饰和黑陶、白陶的流行，可能还与某种原始宗教信仰、礼仪习俗和文化心理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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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中国陶瓷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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