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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博物馆来说，私人捐赠都是极为重要的藏品来源。
我们会在博物馆看到展品说明牌上标注着捐赠者的姓名，或者以捐赠者命名的展厅，乃至以捐赠者命
名的整座博物馆，人们以此来表达对捐赠者的崇高敬意和作为永久的纪念。
这已经成为博物馆文化的一种传统，一道风景。
在紫禁城的东六宫中，一座称作景仁宫的宫殿（康熙就出生在这里），被故宫博物院辟为捐赠文物展
览专馆。
宫内的景仁榜上，镌刻着1939年以来，近600位捐赠者的名字。
他们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33000余件文物，大都出类拔萃，其中不乏稀世之宝，成为故宫藏品中值得骄
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捐赠者，身份背景各有不同，但是对中华珍贵文化遗产的痴迷热爱是一致的，坊间流传过多少沙
里淘金、倾家荡产、天涯追索的寻宝故事，乃至最后倾囊捐献的传奇，其文化价值已附丽于这些珍宝
传诸后世。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收藏的砥砺磨练中得到不断地提高与升华，鉴识与赏析能力日益精进，终于蔚成
大家。
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本身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是故宫博物院培养造就的一代文物大师。
他们对故宫，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与故宫，都有着难解的情缘。
为了使更多的人分享这些收藏大家的乐趣情怀，领略其收藏心得，也为了使这些文物大师的研究成果
、鉴赏经验流传后世，裨益业者，故宫博物院特别推出了这套《大家研究与鉴定》丛书。
丛书无论是遗作钩沉，还是经典重光，都经精心审校编排，图文并茂。
愿读者能据此与诸位大家神交意会，切磋琢磨，传承其经验学识，弘扬其奉献精神。
江山代有才人出，景仁榜尚虚席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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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依据冯先铭先生《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进行重新编排、整理，相同或相似的
内容进行合并或删减；对其中未收录的论文进行了补充；图片以原书图片为主，找不到原图片的作了
补充，并根据内容需要新增加了一些图片。
全书内容丰富，是冯先铭先生数十年研究古陶瓷经验的积累，相信会对大家的研究、学习有所帮助。
诚挚地感谢紫禁城出版社以及本书的编辑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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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先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陶瓷研究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曾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职务。
主要从事中国古陶瓷的研究。

    冯先铭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并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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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魏晋至五代瓷器的装饰特征从娄睿墓出土文物谈北齐陶瓷特征谈邢窑有关诸问题唐宋时期陶瓷窑口
与窑系谈北方青瓷国外研究中国陶瓷动态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从我国出土文物展览陶瓷展
品谈起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记“古代艺术展览”中的瓷器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
的演变青花瓷器的起源问题明代青花瓷器谈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瓷器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仿古瓷出现的
历史条件与种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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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寿州窑在今安徽省淮南市，创烧于隋，也烧印花青瓷。
陆羽品评“寿州瓷黄”，通过调查，隋代以青瓷为主，唐代则以黄瓷为主，隋代的青与唐代的黄，这
两种色泽与越州窑、岳州窑，在氧化焰烧成的青中泛黄色调不同。
釉色的变化与采取不同方法有关，寿州窑瓷器唐代之所以发黄，主要原因是在上釉之前，先在坯上涂
一层白色陶衣，然后再上釉，因为釉下有一层白粉，致使釉色发黄。
这种做法在北方唐代瓷窑中采用较多，如河北曲阳，河南安阳、郏县，陕西铜州等窑都烧造这类黄釉
瓷器。
寿州窑地处淮河南岸，位于南北方的中间地带，究竟谁先谁后，谁影响谁还要做更多的分析。
洪州窑在江西何地，因未发现瓷窑遗址，很长时期未能得出定论。
1977年在南昌南面的丰城县发现了古瓷窑遗址，丰城县唐时属洪州，这是江西地区陶瓷考古的重要发
现。
丰城窑烧瓷始于东晋，下限到唐。
江西地区六朝时期墓葬出土青瓷较多，造型具有不少地域特色，丰城窑发现之后，解决了一部分出土
六朝青瓷的窑口。
窑址中有唐代褐釉品种，与《茶经》中的“⋯⋯洪州瓷褐⋯⋯”描述吻合，从而使长期悬而未决的唐
洪州窑问题得以解决。
唐代文献中没有提到湖南长沙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唐墓及古城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尤其
是长沙窑窑址经过多次调查之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沙窑是值得重视的唐代瓷窑之一，它具有
独特的风格，在装饰方法上有创新，为瓷器装饰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它突破了唐代青瓷的传统，聪明智慧的陶工掌握了釉中铜铁氧化金属含量的多少，烧出了丰富多样的
彩釉品种。
釉色有青釉、褐釉、白釉和绿釉四种；彩色斑点装饰有青釉褐斑、青釉褐绿斑和白釉绿斑，彩斑又有
大小之分，用斑点组成千变万化的纹饰。
印花装饰题材也极丰富，有人物、鸟兽、园景和花卉；印纹装饰有的只施青釉，更多的是在纹饰部位
，上大的褐色圆斑（图二）。
釉下彩是具有独创性的装饰品种，有三种不同做法：一种是釉下褐彩，在盘心画简练的花草纹，盘里
中心不上釉，目的是为了叠烧，这是属于粗瓷的做法；一种是先用竹刀在坯上刻纹饰，用褐绿彩料填
在刻纹上，最后上青釉；另一种是在坯上用褐绿彩料画纹饰，然后上青釉，鹿纹壶就属于这种做法。
此壶亦出土于浙江宁波，它的相对烧造时间也在公元九世纪中期。
窑址还出土了几件在壶上用褐彩题诗的壶，一件写“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鸣
春声”五言诗一首；一件写“去去关山远，行行胡地深，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五言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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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冯先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陶瓷研究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曾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职务。
主要从事中国古陶瓷的研究。
冯先铭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并长于古陶瓷的鉴定。
在主持故宫博物院陶瓷展览期间，他以窑址调查及出土的器物为依据，创立了中国古陶瓷展览的新模
式，加强了陶瓷展览的系统性、科学性，成为我国古陶瓷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古陶瓷文献、藏品与实地调查三者的结合，运用考古学方法，重点调查了全
国17个省200个县市的上千处古窑址，成为故宫博物院乃至全国调查古窑址最多的人。
他收集了大量实物标本，摸清了我国各时代古窑址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及各窑之间的关系，不仅考证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古代瓷器的年代和窑址，也深入研究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历史。
他主编了《中国陶瓷史》，并执笔宋代部分，在调查大量窑址的基础上，首次把宋代瓷器分为六个窑
系，准确地概括了宋代瓷器的发展特点，这一理论已为古陶瓷学界广泛运用并加以发展。
目前此书已被翻译成日、英等多国文字，成为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教科书。
其他著作主要有《中国古陶瓷论文集》、《古陶瓷鉴真》、《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中国陶瓷》
等。
并发表《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我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
获》等学术论文百余篇。
1983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永久荣誉客座教授。
冯先铭先生以谦和的人品、渊博的学识，被国内外人士誉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一知名学者”，“中
国陶瓷泰斗”，“是亚洲乃至世界难得的陶瓷专家之一”。
1991年获日本小山富士夫纪念奖，成为领取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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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先铭陶瓷研究与鉴定》：大家研究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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