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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钧窑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缤纷灿烂文化宝库中的奇珍异宝，闪耀着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光辉，其内涵之博大、意蕴之美妙、体系之独特，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
现仅就定论的钧瓷史略、烧造工艺、艺术成就等有关问题编辑成册，奉献给钧瓷爱好者，以求共同欣
赏钧瓷艺术美的神韵。
因作者知识水平有限，挂一漏万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敬爱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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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钧窑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瓷是我国陶瓷艺苑里的奇葩，其内涵之博大、意蕴之美妙、体系之
独特、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该书是介绍钧窑、钧瓷特点的普及性读物，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钧窑与钧瓷的历史，
作者用通俗的语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钧瓷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状况、烧制特点和艺术风貌
，对广大读者、陶瓷工作者、钧瓷爱好者、钧瓷鉴赏家、收藏家都有很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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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晋佩章，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晋村人。
生于1926年9月，1948年10月参加工作，入中原大学学习。
1949年3月参军，1962年5月转业。
历任钧瓷一、二厂供销股长、实验室主任、技术科长等职。
1988年创办“刘山窑艺实验室”，专门从事北方名窑的研究和名瓷的仿制工作。
其作品古朴典雅，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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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窑神庙供奉的神位    窑神庙自然供奉的是窑神，通过对碑记的校译，可知窑神庙供奉的神位不
止一个。
有些来龙去脉较为清楚，有些则含混不清，粗略将这些神位加在一起，总数达十余个，现就掌握的资
料比较清楚的几位神位分述如下：    据陕西耀州窑（清）咸丰二年（1852）《重修陈炉镇西社窑神庙
四圣祠并歌舞楼碑记》碑文“⋯⋯以舜为主，配享者老子、雷公⋯⋯”可知，窑神庙供奉有三位主神
，舜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据《墨子尚贤下》记载：“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
”为陶者鼻祖，窑神庙将舜视为陶神，其据应源于此说。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相传是春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名聃，为三清尊神之一的“道德天
尊”。
道教法事炼丹术，烧炼丹药要掌握火候，而陶瓷烧造亦直接与火打交道，陶工对火的敬畏，也反映了
窑神庙与道教的关系。
雷公亦称雷神，他是古代神话中司雷之神，道教以为雷公可以“为天代言”，“主天之灾难”，“持
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
窑神庙供奉雷公说明当时烧窑除了依靠物质资料外，也往往仗自然气候，古代窑炉的燃料除了柴就是
煤，刮风下雨对窑炉的烧成均有影响，因此窑神庙供奉雷公表达了窑工时时祈祷大自然主宰的恩赐，
若从窑神庙供奉舜、老子、雷公为主神的匹配情况来看，前者解释不无道理。
    窑神庙除了祭祀三位主神，还祭祀有四位辅神，即：“山君、土主、牛马二王”，土神亦称社神，
古代神话中管理一小地面的神，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故农民都祭土神和山神
视为原料之神，以求瓷业土石丰富，土和山是制瓷原料基本矿藏的储存地，离开这两种原料来源，陶
工便无法生存。
牛马二王是窑神庙供奉的运输和动力工具，远在山区的制瓷原料，开掘出来后需要运到窑场加工，其
运输工具主要是牛车和马车，此外陶轮驱动亦需动力，将牛、马奉为神是陶工对劳动工具的依赖而产
生的崇拜。
碑文中还有几位神讲得比较模糊，故无从考证。
如山西榆次窑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重修伯灵翁庙碑》记载了四位神。
分别是“伯灵、土山、来妆画者”、“司其铸炼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钧窑探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