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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博物馆来说，私人捐赠都是极为重要的藏品来源。
我们会在博物馆看到展品说明牌上标注着捐赠者的姓名，或者以捐赠者命名的展厅，乃至以捐赠者命
名的整座博物馆，人们以此来表达对捐赠者的崇高敬意和作为永久的纪念。
这已经成为博物馆文化的一种传统，一道风景。
在紫禁城的东六宫中，一座称作景仁宫的宫殿（康熙就出生在这里），被故宫博物院辟为捐赠文物展
览专馆。
宫内的景仁榜上，镌刻着1939年以来，近600位捐赠者的名字。
他们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33000余件文物，大都出类拔萃，其中不乏稀世之宝，成为故宫藏品中值得骄
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捐赠者，身份背景各有不同，但是对中华珍贵文化遗产的痴迷热爱是一致的，坊间流传过多少沙
里淘金、倾家荡产、天涯追索的寻宝故事，乃至最后倾囊捐献的传奇，其文化价值已附丽于这些珍宝
传诸后世。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收藏的砥砺磨练中得到不断地提高与升华，鉴识与赏析能力日益精进，终于蔚成
大家。
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本身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是故宫博物院培养造就的一代文物大师。
他们对故宫，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与故宫，都有着难解的情缘。
为了使更多的人分享这些收藏大家的乐趣情怀，领略其收藏心得，也为了使这些文物大师的研究成果
、鉴赏经验流传后世，裨益业者，故宫博物院特别推出了这套《大家研究与鉴定》丛书。
丛书无论是遗作钩沉，还是经典重光，都经精心审校编排，图文并茂。
愿读者能据此与诸位大家神交意会，切磋琢磨，传承其经验学识，弘扬其奉献精神。
江山代有才人出，景仁榜尚虚席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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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先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陶瓷研究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曾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中国占外销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职务。
主要从事中国古陶瓷的研究。
    冯先铭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并长于古陶瓷的鉴定。
在主持故宫博物院陶瓷展览期间，他以窑址调查及出土的器物为依据，创立了中国古陶瓷展览的新模
式，加强了陶瓷展览的系统性、科学性，成为我国占陶瓷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古陶瓷文献、藏品与实地调查三者的结合，运用考古学方法，重点调查了全
国l7个省200个县市的上千处古窑址，成为故宫博物院乃至全国调查古窑址最多的人。
他收集了大巷实物标本，摸清了我国各时代古窑址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及各窑之间的关系，不仅考证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古代瓷器的年代和窑址，也深入研究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历史。
他主编了《中国陶瓷史》，并执笔宋代部分，在调查大量窑址的基础上，首次把宋代瓷器分为六个窑
系，准确地概括了宋代瓷器的发展特点，这一理论已为古陶瓷学界广泛运用并加以发展。
目前此书已被翻译成日、英等多国文字，成为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教科书。
其他著作主要有《中国古陶瓷论文集》、《占陶瓷鉴真》、《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中国淘瓷》
等。
并发表《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我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
获》等学术论文百余篇。
1983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永久荣誉客座教授。
冯先铭先生以谦和的人品、渊博的学识，被国内外人士誉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一知名学者”，“中
国陶瓷泰斗”，“是亚洲乃至世界难得的陶瓷专家之一”。
1991年获日本小山富士夫纪念奖，成为领取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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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汝窑定窑耀州窑耀州窑与耀州窑系磁州窑与磁州窑系钧窑与钧窑系景德镇与青白瓷系宋元青白瓷哥窑
官窑龙泉窑与龙泉窑系宋代黑釉瓷器元代青花瓷器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元以前我国瓷器外销的考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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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景德镇陶录》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史的重要参考书，历来为研究我国陶瓷史的学者所引用。
但此书称述的“陶窑”与“霍窑”，目前还查无实据。
20多年来故宫博物院、景德镇陶瓷馆等文物考古单位在景德镇辖区范围内，对古代瓷窑遗址进行过多
次调查，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唐代窑址。
胜梅亭、石虎湾两窑的窑址范围内，未见典型的唐代器物，显然创烧于五代。
两窑烧青瓷和白瓷，亦未见青白瓷。
两窑都采用叠烧方法。
叠烧法在大多数瓷窑，都带有建窑初期草创简陋的特征。
由于还没有掌握制瓷原料的特性和烧成工艺的规律，瓷器的变形比较普遍，废品率比较大，五代时如
此，如果再上溯到300年前的唐武德时期，可以推想，其时瓷器质量比胜梅亭、石虎湾两窑的瓷器会更
粗糙。
然而《景德镇陶录》也不是无根之谈，唐柳宗元有《代人进瓷器状》。
  《柳河东集》的编注者，以柳宗元有《答元饶州书》，以为所进瓷器即是饶州瓷器。
但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属初唐。
其次，今关中地区及西安市唐墓出土瓷器，以白瓷数量为多，绝大部分是今河南、河北地区瓷窑的产
品，青瓷则有越窑及长沙窑产品。
唐人评为青瓷产品首位的越窑瓷器，在初唐出土青瓷之中也较难肯定。
由此看来，景德镇初唐时期的“陶窑”和“霍窑”是否果有其人其事，目前还只能存疑。
但是如果把“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倒是比较恰当和符合实
际的。
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曾对越窑青瓷有过“如玉如冰”的评语，陆羽评的是青釉温润的程度。
宋代青白瓷不仅远远超过了越窑，使釉的质感达到了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几乎具备了与玉器无别的质
地。
宋人诗词中也不乏赞美青白瓷的句子，词家李清照《醉花荫》词中就有“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
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一段话。
重阳节的江南地区暑热未退，瓷枕蚊帐是去暑的良好用具。
词中的玉枕可能指的就是色质如玉的青白瓷枕。
这类瓷枕是景德镇湖田、湘湖等窑的产品，在江苏南京、湖北汉阳等地宋墓都有出土。
南京出土婴戏纹枕，色质如玉，制造及纹饰俱佳，为宋代青白瓷枕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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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先铭谈宋元陶瓷》：大家研究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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