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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大面积的遗址堆积，主要是南朝至清的古窑址，遍布全省各地，青瓷、白瓷、黑瓷、彩瓷、
青白瓷、青花瓷等釉色及器形基本涵盖了全国古窑址的品种，且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因而窑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及研究、整理、出版等成为文物考古的重点之一。
福州怀安南朝至唐窑、建阳将口唐窑和水吉芦花坪等唐宋窑、德化盖德宋窑及屈斗宫元窑和甲杯山明
清窑、武夷山遇林亭宋窑、晋江磁灶南朝至宋元窑、南平茶洋宋窑、三明中村元窑、同安汀溪宋窑、
平和南胜五寨明清窑、华安东溪明清至民国窑⋯⋯等考古发掘结果，即可窥视福建古陶瓷、尤其是古
外销陶瓷的生产盛况，共同构建了福建省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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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希君，祖籍湖南宁远。
大学文化。
擅书画，工篆刻，好研究古陶瓷。
著有《异天诗书画印辑》、《桂林胜迹印谱》、《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中国福建古陶瓷标
本大系·福清窑》（上下）等，曾主编《国际书法篆刻大观》、《中日美术通鉴》、《中国美术书法
界名人名作博览》、《世界学术文库》等大型画册及辞书数十种，计2000余万字。
作品被中网翰园碑林等勒石刻碑，在国内外学术活动中多次获大奖。
在《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文物》等报刊发表古陶瓷论文数十篇。
曾任中国人才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北京中央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名人研究院学术委员、联合
国世界和平工作中国研究院文化委员会副主委等。
曾兼桂林神漓印社社长、西南中国画院院长、福建武夷山书画院名誉院长、西藏陶瓷壁画研究所名誉
所长、日本教育书道学连盟名誉顾问，日中书艺交道流协会顾问等。
　　叶文程，祖籍福建南安。
1956年毕业于厦大历史系，1959年厦大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
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福建陶瓷》（合著）、《陶瓷之光》（合著）、《东
方的青花瓷器》（合译）、《闽台陶艺文化》（合著）、《建窑瓷鉴定与鉴赏》（合著）、《德化窑
瓷鉴定与鉴赏》（合著）及近百篇论文。
曾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副教授。
曾兼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
事长。
现为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
曾主编《中国古陶瓷标本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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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三明窑工艺流程及相关的文化内涵：　　从考古调查采集的大量标本和已发掘出土文物的
综合情况来看，初创该窑的工匠和几个时期持烧的工匠们在选择窑基地点、原料获取、产品运输、销
售等都有较科学的规划。
他们生产的动能是围绕市场需要和生产便利而进行的，其文化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到生产规模、工艺
流程、制作和装烧办法，装饰手法等方面。
同时还存在瓷生产的宗教问题、造型艺术、书法、绘画艺术，以及装饰题材中的民俗等问题。
　　从龙窑的单位产量和同时期整个窑场总产量的角度来分析，该窑初创时期就规模不小，10余万平
方米、相对孤立的珠山，一周便设龙窑6条左右。
而从现今遗存的废品堆积和遍地随意流散的各式匣钵、垫饼和龙窑容量等推断，宋代早期的中晚段，
以各式碗占整条龙窑容量的80%，各式壶、碗、缸等占20%计算每条窑一次装烧量可达8000件左右。
按一奎产品烧成需3天，每月烧制5～6窑，一条龙窑的年产量便在50万件左右。
以废品率10%扣除，那么正品流入海内外市场也在40几万件左右。
6条窑合计便是200多万件（套）。
由此可见珠山窑场在北宋期间的生产规模是比较大的，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如此多的产量与当时宋代推行系列经济生产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宋时，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改进和审美情趣的提高，珠山窑场又加大了盏类和中、小盘类等器
物的生产，在大部分的器内外一改北宋中晚期的以釉优为主的作法，用刻划不同种类的花卉，装饰于
器物之上，让使用者在使用的同时还能对这丰富的纹饰进行鉴赏。
盏类器物的增加，说明南宋时饮茶习俗影响了瓷产品的生产。
盏的造型大致都为直斜腹（有的微弧），小矮圈足，形制与我国各地同类产品基本一致。
说明南宋茶文化、饮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其传播范围也较广泛，一定程度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
产和生活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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