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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宫廷史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内容。
故宫即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在长达491年的岁月中，先后有24位皇帝在这里生活和执政。
始建于明永乐时期的紫禁城，虽然在清代有过不少改建、重建和新建，但总体上仍保持着初建时的格
局，并保存有部分明代建筑与明宫文物。
因此，研究明清宫廷史是故宫博物院的优势和责任。
但长期以来，我们在清宫史研究方面成果比较显著，而对于明宫史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从故宫学的视角和要求来看，深入开展明宫史研究，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很有益处，而且对于发掘
故宫的丰富内涵，推动博物院事业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从2005年开始，故宫博物院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明代宫廷史的研究，《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就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明代宫廷史研究”是故宫博物院于2005年确定的重点科研项目，对明代宫廷史中的18个重要课题进
行探讨，研究成果以丛书的形式集中发布。
经过将近5年的不懈努力，这套丛书将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之际，陆续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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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宫廷陶瓷史》是《明代宫廷史丛书》之一，由故宫博物院陶瓷史专家王光尧研究员撰写。
本书是中国古代宫廷陶瓷史的明代断代史，其内容既包括宫廷所用陶瓷器的本身，也包括宫廷获取和
烧造这些器物的方法、管理制度及其影响，还包括因为宫廷之价值取向和政策而导致在生产和使用过
程中附加在这些陶瓷器上的宫廷文化因素和宫廷政治或国家政治的内容。
作者通过多年对考古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的研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向我们系统阐述了明代
宫廷陶瓷史的丰富内容，并配有大量的实物图片，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了解明代宫廷陶瓷的权威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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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各作和不同窑炉的分工，形成了集约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这无疑对提高生产工效极为关
键。
由于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力低下，生产者的产品收入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所以分工和集约化生产
的结果使得以往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手工作坊失去了竞争力，原来在个体家庭手工作坊内从事生
产的匠人只能以其技术最见长的一面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个体因子，商业资本从而可以控制生产的全
过程并实现对产品的占有，这是宋代以来商业资本控制手工业生产的途径。
宋代官府手工作坊的出现，是官府资本控制手工业生产的方式。
行业内的分工在本质上也是分段垄断技术的手段之一，御器厂沿用这种分工模式，既便于分工负责，
使各作的管理者和工匠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也使得从事生产的任何一个或一种技能的匠人都不可能
单独复制出御用瓷器，从生产技术上保证了皇室对产品的占有，从而实现了大的垄断。
明代御器厂有官匠300余人，这些匠人从性质上看应该是在籍官匠，官匠应役方法又分为编役和上班匠
两种。
再加上出于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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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宫廷陶瓷史》：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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