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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彩绘陶瓷艺术，首先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之上，经过历史长河的进取，瓷器在发展的历
史上将其继承下来。
早期在三国吴的时代已见初倪，曾有南京吴墓出土青釉釉下彩绘羽人礼佛图盖罐，然后湘湖的长沙窑
及川蜀的邛崃窑相继在唐代有烧。
宋代时期是陶瓷发展一新的高峰，各地名窑林立，除专供御器的官窑外多系民窑。
中原地区彩绘艺术瓷多见，当时盛产，后世享誉的磁州窑既有釉下彩黑花也有釉上彩绘及刻花，影响
晋鲁陕甘长城内外，距磁州窑很近的豫地尤多，以禹州为中心烧瓷窑百余处。
禹州烧造优良的“钧窑”，釉之天青蔚蓝，红霞斑驳，色彩光灿，专贡官廷。
除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官窑钧瓷之外，其近区的扒村民窑也主烧钧瓷及各类名品彩绘瓷，将釉下彩的
黑并加染淡赭互相衬托，以增进彩绘艺术的美感，绘画内容丰富，纹饰用笔工细、粗犷兼备，既有人
物、动植物、鸟禽，也有来自民间的民谚童语为装饰，取意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祈福求祥；并且生产釉
上的红绿彩瓷及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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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扒村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起源于唐，兴盛于宋金元时期，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的浅井乡，是北方磁州
窑类型的典型窑口。
扒村窑以白地黑花瓷上绘画装饰为主，兼烧黑瓷、白瓷、钧瓷、三彩、红绿彩、绞胎及搅釉绘画等瓷
器，装饰技法多样，集北方民窑系之大成，20世纪60年代已蜚声海内外，早巳闻名于世。
该书是扒村窑系统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它以田野考古的形式，用大量的古陶瓷标本，集中展示了其丰
富的品种和造型、工艺和形式、绘画内容和分类、装饰艺术和文化内涵，以及和其它磁州窑类型窑口
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特别是对以后南方青花瓷影响的深远意义做了阐述。
综合运用了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知识，探究了陶瓷文化所反映的中原地区经
济、人文、地理、风俗、民间工艺、书法、绘画、文学等的变迁和发展，是古陶瓷爱好者、收藏者、
研究者、文博考古工作者、美术和文化工作者参考学习研究古代民间艺术的珍贵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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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颖，男，汉族，1968年10月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大学专科。
现供职于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任钧瓷文化研究室主任。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收藏家协会陶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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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陶瓷艺术的外在形式受功能要求制约，通常是以造型、釉色、装饰三种因素来体现。
遣型是器物泥火意匠的形状；釉色是工艺原材料的窑火转变，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和艺术表现力，但
没有造型也就没有釉色；装饰是为了加强艺术效果的一种手段，优秀的装饰不是附加物，而工艺美术
的美，也不取决于装饰的有无。
于是陶瓷艺术的造型是基础，釉色、装饰只是进行艺术加工的手段，但三者又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
每个器物首先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又必须是经过艺术手段的加工，具有一定的
审美价值。
在陶瓷的装饰上，釉色有时也被作为装饰的一种形式而被涵盖。
钧瓷就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清净高雅的抽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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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少颖和我都生在禹州、长在禹州。
禹州是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厚重的地方，那里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故里，宋代五大名瓷之
一“钧瓷”的故乡。
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北宋的三、四千年间，禹州是中国北方最早得到开发繁荣的地区之一，经济、政治
、文化长时期居于领先地位。
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里仍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从
许昌到白沙》一文中记叙：“中州多旧迹，沿途废城，古冢迤逦不绝，殷周陶片、汉画像石、花纹砖
、唐宋瓷片更随处可见”，即是当年的写照。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禹州老城上小学、中学时，在这座夏朝开国都城，春秋时郑国别都（史称栎邑
），战国时韩国都城（史称阳翟）的旧址上，尚存唐代街巷格局，元明寺庙道观、清代会馆官宅商铺
遗迹。
我们就是每天穿梭在弥漫着历史烟云和风物传说的街巷，在古建筑改建后依然散发着沧桑气息的校园
里读书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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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瓷上水墨:中国扒村窑艺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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