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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柴窑与耀州窑：揭开柴窑神秘的面纱引 言&ldquo;柴窑&rdquo;即指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对御用瓷釉色提
出技术要求，窑工即按此要求烧制，尽可能达到或接近柴荣要求的类似天蓝色青瓷品种。
柴荣所要求达到的青瓷颜色效果和技术要求是：&ldquo;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
&rdquo;当时是在原有青瓷较灰暗的色泽基础上，又进一步提高至天青（蓝）色的要求，即把当时灰绿
、灰蓝等暗色调的青瓷烧成更明亮、更鲜艳的天青色！
这也是柴窑的由来。
着重注明一点是：柴荣只是在颜色上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柴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皇帝提出瓷器烧造技术之人，因此后人把当时按柴荣要求烧造的瓷器称之
为&ldquo;柴窑&rdquo;，故而名声誉满天下。
关于柴窑瓷器品种后代多有描述，广泛讴歌，使之名声大噪，增加了神秘感。
由于柴荣在位仅六年，柴窑烧造时间短，产品应不多见，加之当时及后世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烧造窑口
，因而柴窑窑口如谜一样的悬案，引得无数人们及陶瓷爱好者广为探求，而且后世对柴窑的不同描述
与五代耀州的瓷器品种的特点相联系起来，以及和越窑、湖田窑相连等有多种猜测和推断性的研究，
更使人迷途，如坠五里雾中，莫衷一是。
通过近年考古的多次发现，著名陕西考古与陶瓷专家禚振西先生几十年的潜心研究，柴窑的烧造地点
与品种基本明朗，主要依据《五代黄堡窑》考古发掘报告。
其他还有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的重臣冯晖墓考古报告，北宋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吕大临家族墓出土
的耀州精品瓷等。
但这种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还不为大众所知，特别是人们囿于后世文人及学者、收藏家对柴窑神化性的
描述，使很多人机械地按图索骥，致使其离真相更远，本书本着去柴窑后世描述的神秘化，实事求是
地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近些年考古发掘成果，结合后周柴荣时期瓷器烧造技术背景，科学而客观地以
图文形式介绍给大家，目的是：使柴窑不再神秘！
201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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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柴窑瓷器的品种后代多有描述，广泛讴歌，使之名声大噪，增加了神秘感。
柴窑烧造时间短，产品并不多见，加之当时及后世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烧造窑口，因而柴窑窑口如谜一
样的悬案，引得无数人们及陶瓷爱好者广为探求，而且后世对柴窑的不同描述与五代耀州的瓷器品种
的特点相联系起来，以及和越窑、湖田窑相连等有多种猜测和推断性的研究，更使人迷途，如坠五里
雾中，莫衷一是。
本书将为您揭开柴窑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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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彦君小传
祖居山东蓬莱，黑龙江省巴彦县人，吉林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文物艺术品研究鉴定工作，创办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任院长、教授。
现为东力‘大学传统文化学院院长、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曾先后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文物管理所、木
兰县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哈尔滨《都市资讯报》
“收藏与鉴赏”专栏、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地方史所、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等单位任职。
多次参加田野考古与博物馆工作，主持参加多个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在古陶瓷、铜器、玉器的研究鉴定方面具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古玉、古陶瓷的理论
与鉴定研究方面，总结有独到的鉴定研究学术成果，并在文献、考古、古文字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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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柴窑窑址柴窑瓷新考证．
　一、关于柴窑的文献资料
　二、周世宗柴荣对烧瓷技术的要求与后世对柴窑的描述
　三、揭开柴窑的神秘面纱
　四、关于柴窑烧造地点的几个说法
　五、五代耀州窑与柴窑的关系
　六、记载贡瓷或耀州瓷内容的文献
　七、关于“东窑”
　八、柴窑的定义
　九、柴窑的称呼与文化符号
第二章　耀州官用瓷与文献对应的几类器型
　一、耀州官用瓷I式白胎型
　二、耀州官用瓷Ⅱ式刻花型
　三、耀州官用瓷Ⅲ式黑胎型
　四、耀州官用瓷Ⅳ式黄土足型
后 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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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持这一说法主要为江南及当地研究者、收藏者。
根据是： （1）越窑一些精品如秘色瓷，釉色很接近文献记载的特征，特别是明万历张应文的《清秘
藏》的著名四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其实万历距后周已近五百年之久，作者所见也仅是五代官用瓷的一个类型，并非是柴窑唯一的标准和
全部产品。
 （2）在事实上，两国有交流，越窑进入后周宫廷自在情理，使人联想。
 （3）明万历徐应秋《玉芝堂谈荟》认为越窑秘色为柴窑。
 【点评】 越窑不是柴窑的根据有七： （1）越窑地点远在后周边界的千里之外，且相隔于南唐困境，
交流较不容易，《清异录》记载： “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
”更不属后周范围，柴荣不可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非附属国发号施令。
 （2）后周宫廷官府已有的耀州官用瓷（后周大将冯晖墓出物皆为耀州），月，质量不比越窑官用瓷
逊色，甚至在釉色上略胜一筹，放着耀州不做要求，反而要求千里之外的别国烧制，不合常理。
 （3）越窑东汉始烧，其巅峰在唐晚期，五代的后周时已渐走下坡路已呈衰落之势，没有特别突出、
区别于前后时期的质量高的产品出现，在唐及北宋时期为辉煌期。
 （4）与多处文献记载的“出北地”在地理上不符。
 （5）与多处文献记载的柴窑有“细纹多黄土足”的特点严重不符。
 （6）其天青色远不如五代末的耀州窑官用瓷。
 （1）这一说法主要被误导于明万历张应文《清秘藏》著名的四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磬”。
因宋代湖田窑一般器壁较薄，打击声音也较好，最大特点比较接近四句中的“薄如纸”。
 （2）湖田窑属带有淡蓝、淡绿的影青瓷，是五代时烧造质量不高的青瓷，有些接近四句中的“青如
天”。
 【点评】 这是一个十分牵强的联系，实则不值一驳，稍懂历史则知，其根据有八： （1）湖田远在后
周千里之外，离开封两千余里，不是后周范围。
 （2）仅凭北宋中晚期瓷器品种特点去联系张应文所说，十分牵强，而且颜色与文献记载也相去甚远
。
 （3）湖田五代时期属成长期，胎色、釉色都不十分好，直到北宋晚期，南宋时胎薄如纸影青特点才
达到鼎盛时期，五代晚期没有质量突出的产品。
 （4）符合四句诗的湖田产品大量存在，没有柴窑瓷的稀少性。
 （5）“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仅是后人对柴窑片面的描述，本身不具权威性和全面性
，以其为唯一标准缺乏客观性也缺乏科学性，有“盲人摸象”之嫌。
 （6）与多处文献记载“出北地”不符。
 （7）湖田产品多没有历史多处文献记载的“黄土足”和“细纹”（即开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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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柴窑与耀州窑:揭开柴窑神秘的面纱》编辑推荐：“柴窑”即指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对御用瓷釉色提出
技术要求，窑工即按此要求烧制，尽可能达到或接近柴荣要求的类似天蓝色青瓷品种。
因柴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皇帝提出瓷器烧造技术之人，因此后人把当时按柴荣要求烧造的瓷器称之
为“柴窑”，故而名声誉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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