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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提起声名显赫的景德镇三个字，人们便自然而然联想到与它密不可分的两个字——瓷都，多少年来
，景德镇几乎就是美轮美奂瓷器的代名词。
明清两代民间流行“四大名镇”的说法，指的是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
其实，朱仙镇早已衰落，汉口镇作为湖广米粮集散地，佛山镇作为手工业中心，不过是国内的地域性
市场，难以和面向海外、享誉全球的景德镇比肩。
景德镇在明清时代属于饶州府浮梁县，民国初年升格为浮梁县的县治。
嘉靖《江西大志》对它的沿革有一个简单的介绍：“陶厂景德镇，在今浮梁县西兴乡，水土宜陶。
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洪武三十五年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御厂官窑在太监监督下烧造瓷器，专供皇室消费，从宣德到嘉靖都是如此。
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出现“官搭民烧”，面向市场与民生，与官窑相对的民窑蓬勃发展。
道光《浮梁县志》记载：“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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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城镇。
它的兴起与发展归功于其历史悠久的瓷器产业。
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峰，景德镇社会也因此得到充分发展。
《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与社会》以社会史的视角，通过瓷器这一独特产业，考察明清以来（晚明至民
国）景德镇的社会，即探讨因瓷业发展而带来的景德镇的社会控制问题。
这是首次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对景德镇瓷业展开研究，具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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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有平头船三只，尖头船半只，与鄱邑共成一只。
各船雇渡夫撑驾，每年按月照给公食，由来已久。
向有旧章条规，随到随渡，行人称便”。
义渡是善举，而且制定有规章，但如果渡夫不守规章，就会滋生弊端。
如上述徽州会馆在景德镇里市渡的义渡，“其义渡船只，原系里市渡义济庵管理。
近来渡夫不遵旧规，滋生弊端，是以三月二十九日被失渡船。
生等具禀。
已沐宪恩迅赏签拘，次日寻回原船。
生等沐恩收管，即付渡夫领去撑驾。
而渡夫数人如此懈怠，过渡者唤渡无人。
驾船者失船不觉”。
渡夫懈怠，唤渡无人，甚至丢失船只。
这样“虽有义举，何以便民”。
因此歙县监生汪俊卿、休宁监生汪鉴、婺源监生詹奎、祁门监生许廷模、黟县监生胡之佐、续溪子民
汪能亮等人向饶州景德镇盐法总捕分防府上禀，请求严禁渡夫懈怠：“禁渡夫毋许向取钱文，倘有私
索即日知会捕保禀究。
禁渡船每夜不得将船放下首马头，必须安至义济庵门口柳树下过夜。
禁渡船毋得私租他人装货物等件。
禁渡夫每日不得任意迟误。
天明炮响即要将船放至马头，以便往来过渡。
禁渡夫每将晚不得赶紧收渡，必要轮派，二更以前用渡二只，以后用船一只，不得迟误遵。
禁渡船上不许男女捶洗衣物，免损船只。
”要求“该处捕保不时稽查”，如发现有违规行为，官府将予以严惩。
通过立碑出示严禁，以杜弊端。
前面提到詹起镜“修正菖溪渡章程”。
如果考虑到起镜是新安书院总理，该义渡很有可能也是新安书院所设。
这个义渡发生的问题更大，竞“因争收渡钱覆舟溺死三十余人”。
詹起镜为义渡捐款置田，保障渡夫的生活，因此能够让渡船做到不收费用，化解了矛盾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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