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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友志超先生研究中国早期青花瓷器多年，对于元代青花瓷器，钻研尤深。
近年将其研究成果，裒集成书，题为《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即将杀青付梓。
此书一出，必将受到文物与考古界的重视。
书中引涉资料翔实，尤其研究方法，颇有独步之处。
兹举以下数端，以概其余。
1、对元青花瓷器的断代、型类排比；用与地层明确的地址、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瓷片互作比较
；以及对瓷器的色泽、釉料、瓷胎的鉴定等等，皆能用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不落前人窠臼。
从而将古瓷研究，进一步推上了运用考古学方法的轨道。
2、志超研究中国古瓷，极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书中多次提到高科技核物理测试分析技术在古瓷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过去，专家们对作为青花颜料（苏麻沥青）的研究多停留于表面的观察。
例如：以为元青花除外国钻料外多灰暗不鲜而盛称明代青花瓷。
论者每将明代青花瓷分为早中晚三期。
认为：明初青花，由于其青料使用外国输入的苏麻沥青，发色美丽，凝重而浓艳，深浅分明；中期改
用国产的平等青，色泽淡雅，稍带灰绿，缺乏早期的浓郁、散晕色调；晚期使用外国输入的回青，色
调强烈，兰中泛紫。
此皆由于用料不同，而色泽各异。
凡此种种，皆凭目验。
于瓷器之鉴定，不无裨益，但皆由于时代之局限，未能给予科学的验证；而将此推向更高的研究层次
。
志超与从事近代高科技研究的专家学者合作，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证明瓷绘中各种钻
料混合使用，能达到色彩稳重而存光透之感。
本书中详细地记录了其进行烧造实验过程与其研究的最终结果。
这不仅是对钴料即瓷器的彩绘以及釉料的研究；而且体现了在古瓷器的研究上，必须走与现代科学技
术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将此种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3、志超精晓俄、英等多国语言。
数十年来，游遍中亚、欧洲等等藏有元代青花瓷的地域。
并深入地研究了从中古特别是从13世纪以后的中亚历史、政治、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有关问题
。
他从宏观上提出了青花瓷器之再现，乃是由于蒙古贵族及其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和促成；蓝色是原波斯
皇家和蒙古贵族所喜爱的颜色乃长生天之色；而纯白又代表白骨者即蒙古统治者和真主的圣洁。
这些，都为元青花瓷器发展，奠定了物质与精神的基础。
所以，自13、14世纪开始，元青花瓷器大量流行于整个蒙古统治阶层和现在的伊朗与土耳其地区；而
中国国内则因战争原因，元青花瓷器多被汉军销毁反而罕见。
所论皆能精辟明晰，而不同于一般辗转稗贩，泛泛之论。
宁氏为辽海望族，家学渊源，文物收藏甚富。
本书中所论及之元青花云龙象耳瓶，即其先哲遗爱；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得之辽南千山古刹中者。
志超少承家学，数十年来研究古瓷，深入执着。
对世界多处公私所‘藏元青花瓷器珍品，考察殆遍。
书中所收资料，多为其亲历目验之谈。
予于古瓷器之学，素所未悉。
唯与志超情殷桑梓，交游多年。
对其为人为学之道及其研究瓷器之趋向与心得，知之甚稔。
爱跋数语于卷首，以志景慕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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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面貌全新的理论和史料，论述并证明中国早期青花瓷完全是产生于中华文化自己的沃土之
中。
中国早期青花瓷始烧于唐代滥觞期（中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尚白、文化习俗与多神崇拜是早期青花瓷
产生的沃土，与伊斯兰世界无关），发展于宋代。
本书着重介绍了宋青花瓷的发展，并发表有鲜为人知的北方磁州窑系北宋青花瓷和定窑青花瓷以及南
宋青黄釉青花瓷实物，令人耳目一新。
到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铁木真和他之后的列位大汗们，根据萨满教白蓝统治理论精神，以北方磁
州窑系或定窑青花瓷作为自己的标识与形象陈列于帐殿。
到了元代，随着大元政权的建立，青花瓷得到了应有的升华，忽必烈为贵族——即生有白色骨头的长
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大元统治阶级制造灵魂与圣物，体现着萨满教精神和藏传佛教信仰，进
而表达大元整体意识形态，一改青黄釉为青白釉青花瓷，真正意义上成熟的青白釉青花瓷诞生了。
1278年国家尚未统一，忽必烈就已迫不及待地设立浮梁瓷局，以北方磁州窑系（和定窑）世代熟练烧
造唐宋青花瓷的全班人马，以官府手工业形式于景德镇组成御土窑。
乃纯熟的技艺加优质高岭土两种最佳优势的结合；由汉文人和宗教学理论家们按大元王朝最高统治者
的意图和要求设计画稿，并精工绘制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成熟官窑（御土窑）——青白釉元青花瓷
，于1278年灭宋之前就已经正式烧造了。
　　本书资料充盈，内容详实，是波普博士发现元青花瓷60年后，第一部凭实证以多领域多学科理论
、多角度系统而完整地综合论述青白釉元青花瓷产生的理论巨著，并将其解释得淋漓尽致。
本书介绍了大德型和至正型元官窑青花瓷标准器；还最终为元青花瓷作出不是日用瓷，不是出口外销
，也不是为满足伊斯兰人席地而坐吃抓饭的习俗专门为穆斯林们烧造的阐释；它是具有苯教精神内容
并因信仰采用藏传佛教（即密宗）多神崇拜的美术纹饰，以中国绘画的形式所表达的，生有白色骨头
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礼佛之器的结论。
并指出中东两国藏元青花瓷是1270年或1272年至1295年间（不是作为商品）运给（合赞汗皈依伊斯兰
教之前）伊利汗的圣物。
最后还叙述和发表了明与北元战争诱降和谈判中，显示洪武天威的洪武年制官窑青花瓷标准器，和瘸
子帖木儿定烧的洪武青花瓷。
同时也证实了整个明朝官窑瓷器的烧造并不存在空白期一说，改正了民初古董商人遗留的错误。
　　本书除叙述唐宋青花瓷外，着重阐述的中心内容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青花瓷的始
末。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上下）>>

作者简介

　　宁志超，澳籍华人，生于1937年。
祖籍中国辽海。
早年曾经学习自然科学、测量学和精密光学仪器学。
自幼接受家学和家族传统文化熏陶，酷爱古陶瓷、古书画，热衷于艺术品鉴赏、艺术品研究与深刻艺
术理论追溯，终生浸泡于古艺术研究生涯之中。
《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一书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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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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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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