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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工作者，基础的中国历史知识，几乎全部得自自学。
所谓“自学”，也就是自己摸索着读书。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篇幅简短的历史知识小丛书，给我提供过非常重要的帮助，是引领我步入中华文
明殿堂的有益向导。
按照我所经历的切身感受，像这样简明扼要的小书，对于青少年和其他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应当会有更大的帮助。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历史知识系列专题读本
。
    编撰这样的历史知识介绍性书籍，首先是要保证知识的准确性。
这一点说起来简单，要想做好却很不容易。
从本质上来讲，这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历史的困难性所造成的，根本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用通俗的形式来表述，尤为困难。
好在读者都能够清楚理解，它只是引领你入门的路标，中华文明无尽的深邃内涵，还有待你自己去慢
慢一一领略。
    这套《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在首先注重知识准确性的基础上，编撰者还力求    使文字叙
述生动、规范，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内容则注重富有情趣，具有灵动的时代色彩，希望能够集知识
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时代性于一体；选题则努力契合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同时选配较多图片，
彩色印刷，帮助读者更为真切地贴近历史。
    生活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而来学习久已逝去的历史知识，经常会有人提出为什么要读这
些书籍的问题。
中国古代士大夫对历史知识价值的阐释，是“以史为鉴”，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处理政务时借
鉴历史的经验。
历史知识这一功能，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并不是与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我想，历史知识虽然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
当衣服穿，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营养要素。
读史会使人们的头脑更为健全，智慧更为发达，情操更为高洁，趣味也更为丰富。
    2012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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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编著的《瓷器史话（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在首先注重知识准确性
的基础上，编撰者还力求使文字叙述生动、规范，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内容则注重富有情趣，具有
灵动的时代色彩，希望能够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时代性于一体；同时选配较多图片，彩色印
刷，帮助读者更为真切地贴近历史：而汉、英双语对照的形式，将特别有助于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士
或是海外中国侨民的后裔用作学习中文的辅助读物。
其实，用汉、英双语对照形式出版的这套书籍，并不仅仅会为海外非汉语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
便利，它精心安排的选题，也会成为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简明读本；阅读
这样的书籍，会有助于中国读者学习和掌握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英语表述形式，这将对增进中国民众
的对外交往，起到积极的作用。

《瓷器史话（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为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陶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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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哥窑瓷器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紫口铁足”。
哥窑瓷器的胎色往往比较深，这就使口沿以及足底等釉层比较薄的地方微微露出原本略微黄褐的胎色
，因而我们称它做“紫口铁足”。
    由于窑址至今仍未找到，对于哥窑真正的身世，仍有很多推测。
甚至有人认为，它可能就是南宋官窑。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看来我们只能把它交给历史了。
    或许有人还在关心刚才那个故事，既然弟弟的制瓷技艺也十分了得，那“弟窑”的出路又是怎样的
呢？
对，这个故事的确还没有讲完，相传弟窑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龙泉窑。
    龙泉窑以青瓷而闻名，其窑址就在今天的浙江龙泉。
龙泉窑烧造的青瓷，釉色青翠，犹如青梅，故称“梅子青”，这是龙泉窑青瓷中最负盛名的品种。
关于它的来历，据说是古代一名名叫“青姬”的女子，为了拯救父亲和整个家族，纵身跳入窑中，以
身殉窑，从而化身成为美丽的梅子青瓷。
这是一个凄美悲壮的故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姑娘，世代将其奉为神明，青姬的名字也永
远留在了龙泉窑的历史上。
    龙泉窑青瓷传到欧洲之后，欧洲人对这种青翠欲滴的颜色也非常喜欢。
正好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中流行着一出舞台剧，英俊的男主人公身上的青绿色斗篷与龙泉青瓷的颜色极
为相似。
于是，人们便将这位男主人公的名字与这种来自中国的青瓷器结合在一起。
从此，龙泉青瓷在欧洲被浪漫地称呼为“雪拉同”，在欧洲社会风靡一时。
    ④定窑    白唐代以来，白瓷就是北方的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到了宋代的时候，被定窑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定窑也因此跻身成为五大名窑中唯
一一个烧造白瓷的窑口。
    定窑的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这里在古代隶属定州，定窑因此而得名。
定窑是在唐代邢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五大名窑中烧造时间较早的窑口。
在其他四大名窑兴起之前，定窑一直是宋代瓷器生产的主要窑口，所以，在定窑瓷器的款识中，我们
常常能见到“官"的字样。
    定窑烧造的白瓷，胎质微微泛黄，釉色呈米色，窑工往往将装饰刻画或者模印在瓷胎之上，因为釉
面薄而透亮，这样，花纹透过釉面隐约可见，显得含蓄而自然。
    定窑瓷器的种类十分丰富，大多是一些盘、碗、盏等生活用具，所以，需求量非常巨大。
为了满足这种紧张的供求关系，定窑采用覆烧的方法来节省烧造器物时占用的窑炉空间。
可是这种覆烧的方法并不是有利无弊的，它带来产品批量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产品的不完美，使瓷器
的口沿部位无法挂釉，导致口沿部位不光滑，也就是宋代文献中所提到的“芒”。
因此，定窑进献给皇帝的“贡瓷”，一般都需要在口沿部位镶上金银铜等金属，这也是定窑瓷器的一
大特色。
    除了白瓷之外，定窑还有黑定、紫定等多种颜色的器物，但白瓷仍然是定窑的主要产品种类。
    ⑤钧窑    五大名窑中，色彩最为丰富的要数钧窑了。
它虽属于青瓷体系，但是颜色却千变万化，从天青到月白，从玫瑰紫到丁香紫，把能够用来形容色彩
的词语都用上，恐怕也不足以表达钧窑丰富的颜色了。
    窑址在今天的河南禹县，该地在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
钧窑的烧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直至元代方才停止。
青中带红、灿若云霞的钧窑瓷器在宋代的青瓷当中风格独树一帜，博得了古今瓷器收藏者的热爱，他
们甚至用“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俗语来比喻钧瓷的珍贵。
P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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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编著的《瓷器史话（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文字叙述生动、规范，
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内容则注重富有情趣，具有灵动的时代色彩，希望能够集知识性、实用性、趣
味性和时代性于一体；选题则努力契合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同时选配较多图片，彩色印刷，帮助
读者更为真切地贴近历史。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瓷器史话-中华文明史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