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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龙泉僻处浙南山区，却因了森林茂密，瓷土资源丰富，水路交通便利，成为制瓷的理想场所。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有着1600余年烧造史的龙泉青瓷烧造工艺得
以成功恢复，曾经给予历代王公贵族与世界各国政要无比喜悦的龙泉青瓷重放异彩。
之后的五十年，数代龙泉人奋发进取，在传承与仿古的基础上，在龙泉青瓷的釉色与设计装饰上，都
有了许多新突破。
但不可讳言的是，龙泉青瓷工艺的恢复，仅仅标示着龙泉青瓷生产史的断点得以衔接，传承得以重构
。
而如何拓宽龙泉青瓷的界域，提升龙泉青瓷的文化品位，注入现代审美因素，仍然是横亘在今日青瓷
人面前的难题，需要一批有担当的有识之士投身其中，破解难题，实现超越。
丽水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丽水学院青瓷研究院院长张建平教授就是这么一位知行合一的践履者。
他别出蹊径，跨界而行，将古老的青瓷工艺与传统的书画艺术相嫁接，创作出品味醇正、韵味悠长的
文化青瓷，为龙泉青瓷的重光注入了现代元素。
张建平教授生于龙泉，长于龙泉，数十年间，与龙泉青山绿水朝夕相对，凝结了深厚的感情，尤其钟
情于龙泉青瓷。
他深感龙泉青瓷的创新多囿于形式与技术的变革，而未能寻觅到文化与技术的结合点，于是，他依托
丽水学院的学术优势，进行提升龙泉青瓷文化内涵的努力。
经过反复思考与论证，自小喜爱书法艺术、临池不缀的张建平教授，将突破点选择在将传统书画艺术
与青瓷工艺相结合上，“在青瓷作品中，倘能融入浸染中国文化历史气息的书法元素，那将是对青瓷
文化品质的极大提升，必将对青瓷艺术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他要突破龙泉青瓷装饰艺术的樊篱，创造出独具新姿的文化青瓷。
创意有了，但是要实现书画艺术与青瓷工艺的成功嫁接，似易实难。
龙泉青瓷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釉色，其晶莹青翠、委婉含蓄的秉性，既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
化思想，又是龙泉青瓷的重要特征。
为了呈现“如冰”、“类玉”的意境，古代匠师经过一代代的探索实验，终于以薄胎厚釉的方式，使
得龙泉青瓷釉层厚如凝脂，晶莹如玉，形成“雨过天青”、“千峰翠色”等让人陶醉沉迷的色彩效果
，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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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泉青瓷有着1600多年历史，宋元时期曾一度达到巅峰。
现今，随着国力的提升与科技的进步，龙泉青瓷再度迎来高速发展的契机。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不但需要保护和传承，更需要把龙泉青瓷当下的创新成果在理论上、文化上给
予总结与提升。
本书对龙泉青瓷书法装饰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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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个时期，虽然在浙江众多的窑口中龙泉青瓷显得那么不起眼，但这是龙泉青瓷的第一缕晨光
，现在看来，她是那么地让人神往！
这时的北方由于连年战乱影响，瓷器的生产起步较晚，直到6世纪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随葬青瓷发现。
属于北朝晚期的青瓷与南方青瓷相比差别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北方青瓷胎料中含有
很高的氧化铝成分，而氧化铝的熔点很高，所以往往有因温度不足而出现胎体瓷化程度较低的现象，
但瓷胎的颜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为白色或灰色；其次，由于北方青瓷多为玻璃质釉，所以光泽与
透光性较好，釉面常有开片，流动性也较大，与南方青瓷半乳浊状的釉面有着明显的不同；然后，北
方青瓷胎体比较厚重，与六朝青瓷相比体型也相对较大；最后，北方青瓷的装饰方法较多，有堆贴、
模印、雕镂、刻划等，由于当时受佛教的影响，装饰纹样也以莲花纹、忍冬纹等与佛教有关的纹样较
为多见。
隋朝的统一为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隋代瓷器虽有一定量的白瓷，但仍以青瓷为主。
隋瓷的胎壁普遍较厚，胎质坚硬，均为玻璃质釉，有青绿、青黄还有黄褐等釉色，施釉不到底，大多
数都有垂流现象。
隋瓷胎体表面多光素无纹，部分带纹饰的主要以划、印、贴等装饰手法为主。
划是指用尖状工具在坯胎上划出纹饰，施釉入窑；所谓印花，就是把模子上的纹饰压印到瓷胎上，使
纹饰凸起，再施釉入窑；贴花是将用手捏或模印等做成的小纹饰片贴到瓷胎上，再进行烧制。
常见纹饰有草叶、团花、莲瓣、弦纹、卷叶和波浪等，其中也有个别加饰黑褐彩的。
隋代最早的白瓷是由北朝的制瓷工匠创烧并从青瓷转化而来的。
但这时的白瓷釉不是真正白色的，而是透明的玻璃釉罩在白胎上。
只是器物胎质较白，釉面光润，加上透明釉有很好的透光性，在釉面上已基本上看不到如南北朝白瓷
中白中泛青或闪黄的痕迹。
在瓷胎上成功地使用白色化妆土是隋代制瓷技术的重要成就之一。
上釉之前，精选含铁成分少的白色化妆土涂在坯上，在涂化妆涂的时候为避免瓷器烧成后胎体表面粗
糙、坯面出现孔隙及胎体颜色不好等弊病，化妆土必须非常细密均匀的施于胎体表面。
这样就能增强釉色透明莹润的质感，提高对白瓷釉色呈色的稳定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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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由我主持的浙江省文化工程课题——《龙泉青瓷书法装饰创新研究》获得立项后，我就立刻
带领课题组同仁，按照分工，进行了研究工作。
2009年9月，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是全球陶
瓷界唯一的一张“非遗”名片，这更激发了我们的研究热情和一定要将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加以传
承发展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龙泉青瓷有着1600多年历史，宋元时期曾一度达到巅峰。
现今，随着国力的提升与科技的进步，龙泉青瓷再度迎来高速发展的契机。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不但需要保护和传承，更需要把龙泉青瓷当下的创新成果在理论上、文化上给
予总结与提升。
为此，我们对龙泉青瓷及其装饰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两年来，我们查阅了大量关于龙泉青瓷装饰技艺的书籍资料并对其进行了及时的梳理；无数次的深入
龙泉各大瓷厂，与青瓷大师们进行交流；不断地尝试在青瓷上面进行书法装饰，从中摸索并积累经验
，终于找到一条可循之路，成功地创作了书韵青瓷系列作品。
与此同时，本研究成果也是我们对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一种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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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龙泉青瓷书法装饰创新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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