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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玩鉴赏必须具备锐利的眼光，丰富的学识，广泛的阅历和来自各方面的信息等。
由于科技进步，古玩伪造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作伪手段越来越高明。
因此有志于古玩鉴定与收藏者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吸收和更新知识，以提高鉴定水平。
然而，收藏的关键是鉴赏：鉴（包括判年代、定真伪、估价格）是本质，赏是升华。
    本书将笔者几十年来所见、所经手的一部分古玩艺术品，选其比较罕见、突出的、文物价值比较高
的介绍给大家，并指出它的特色，辨别它的真伪。
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知识，并逐步进入古玩鉴赏与收藏之门，就能“得心应手”地收藏古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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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清康熙郎窑红蒜头瓶　　郎红即郎窑红，是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窑
官郎廷极创烧的官窑红釉。
郎廷极，字紫蘅，酷爱古器，对陶瓷亦颇有研究。
为了迎合清圣祖(康熙帝)的兴趣，他对景德镇的制瓷业亦付出了一定的心血。
郎窑最大的成功是在红釉器的烧制上。
郎窑红便是郎廷极的得意之作。
　　自明代中期以后，铜红釉的烧制技术几乎失传，一直到清初的康熙年间才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
其中郎红便是仿明宣德宝石红釉的极为成功的范例。
同时代文人清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说到郎廷极摹仿明代成化、宣德瓷器“与真无二”，“极难辨
别”。
康熙时文人许谨斋亦有诗赞日：“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杰出推郎窑。
郎窑本以中丞名⋯⋯”因此说，郎红在红釉瓷的烧制上有了新的突破，无论从器型到釉色都有独到之
处。
所以，这一时期红釉瓷烧造的新成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郎红系康熙时的官窑红釉，首先是因为郎廷极兼景德镇督窑官，其所督造的当然是官窑。
官窑包括御窑，所谓御窑即是制造皇帝御用瓷器的窑，或者其窑所产的瓷器都称之为御窑，这是狭义
上的官窑。
其实供皇帝御用者，除了皇帝本身所用的器物外，还包括祭祀用、赏赉用等等，其中赏赉用又包括给
王公大臣及王子公主之娶嫁赐品，外国使臣等等之赏赐等，所以在这些范围内的都称之官窑。
　　图中瓶高41.5厘米，径18.5厘米，状如蒜头而颈略长，亦可称之为虎爪瓶。
该瓶之红釉莹澈浓艳，犹如初凝牛血般的猩红，谓之“牛血红”，有一种强烈的琉璃光泽，光亮夺目
。
郎窑红的另一个特征是釉的流动性大，透亮，垂流。
垂流部分更是色沉釉厚，然而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
红釉流淌在器腹下积釉深厚，整个瓶件虽然是单色釉，但釉面变化非常丰富，开有隐片如同冰裂。
瓶之口沿处因釉面垂流显露胎骨之粉白淡青色，与器身莹澈浓艳的釉交相辉映，形成了郎红独特的风
格，可称之为“灯草口”，因此郎红有“脱KI垂足郎不流”之称。
　　该瓶的内壁施白釉，白釉纯正类银似雪，与瓶表之猩红强烈对比相映成趣，同时瓶之内壁在制作
时留下的竹刀刮痕清晰有力度，宽狭不一，自然而略显粗犷。
瓶底圈足粗厚无釉亦无款，平面微向内凹，以底心为圆心，有旋制的层层同心圆痕迹直至外径。
旋痕清晰有力度，同心圆大小不一，可见其在制作时旋转的速度不快。
同时瓶底露胎不施釉，胎土洁白细腻，手感分量重，在胎的细小崩裂处，阳光下熠熠生光，谓之“糯
米胎”。
　　综上所述，该瓶的釉、胎、制作、造型、重量、手感等诸多方面，可证其是康熙郎窑。
此外，康熙郎窑中也有器里釉为青白色或米黄色开片者，器足底内施米黄色、苹果绿色釉或本色(郎
红)釉者孰是孰非?则须视其本质是否总体上符合康熙瓷的时代特征，不可仅拘泥于器的内釉和底釉。
同时，郎窑本产于御窑，虽无款，又何须拘泥于款的鉴别呢?　　康熙郎窑红器有大件，亦有小件，器
形都是康熙时的独特式样，如笠式碗、观音瓶、油锤瓶之类。
　　郎窑釉色浓艳明亮，本身装饰就是十分美丽的，没有必要有加彩，但郎红器中偶尔也有加彩的，
但效果不佳。
且往往是红釉中有缺陷，加彩是为了遮掩疵瑕。
郎窑除红釉外尚有绿釉，谓之“绿郎窑”。
其器外均施苹果青绿色釉，器身细小片纹。
康熙郎窑红釉瓷很受外国人的喜爱，尤以法国人不惜重金购买。
可惜，现真品凤毛麟角，其价就更为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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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清康熙洒蓝釉器　　洒蓝是用吹釉的方式来制作的，即在白釉瓷胎的底上吹上点点蓝色的斑
点或呈迷雾状的蓝釉，犹如点点细小蓝色雨点洒落在白色的釉面之上，釉面莹润、细腻、肥腴，优美
纯朴，故也称“吹蓝”、“点花蓝”。
　　洒蓝是康熙时期的特产，产品的品种不多，除单色的洒蓝素器外，还有洒蓝描金花绘，图案有人
物故事、花卉、山水、走兽、云龙；书法文词诗句有《兰亭序》、《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
《醉翁亭记》等等。
也有洒蓝开框五彩或青花，和洒蓝描金开框五彩和青花的。
　　清康熙洒蓝中官窑较为罕见，其款识是在白釉底上青花楷书六字三排或六字二排。
民窑烧制较多，器底白釉无款，若有款则是仿明宣德、成化、嘉靖。
此外，也有图记款的，如双圈、秋叶、兔子、梅花等。
康熙洒蓝的器型和康熙青花相同，有凤尾、棒槌、象腿、胆瓶，西瓜坛、天字坛、莲子坛；其他有盆
、壶、碗、炉、文房用品等。
洒蓝描金中的金色比较容易褪去，真品中鲜有光灿如新者，因描金中的金色在窑中烧制的温度较低，
易于褪落，尤其对于水洗、湿布抹、鸡毛帚擦拂极敏感，金色更易掉和褪，只能用干布轻擦其上浮灰
，并注意保养。
　　洒蓝器康熙以后便无生产，直至清末光绪和民国年间才有仿康熙洒蓝器的生产，那么洒蓝器的鉴
定在一般意义上说，它必须具备清康熙时期瓷器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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