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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色。
轻叩时会发出乐音。
隐约透光。
除了瓷器，还有什么可以这样形容？
瓷器甫从中国出口，就博得世界的赞赏、商人的注目和收藏家的青睐，且激发了致力仿制这种珍贵物
料的西方陶匠的创意。
不论是珍藏传世，还是从沉船打捞或地下出土的瓷器，都以其耐久无缺而成为研究早期世界贸易和跨
文化交流的理想媒介。
中国的瓷器制造有悠久历史，其独传之秘延续千多年，世界莫不求之若渴，趋之若鹜，这也就难怪要
以“China”来命名这种美观、实用而又耐用的器皿。
累世以来，茶和丝虽然是东西贸易的主体，但谈到推动跨文化对话，促进意念、纹饰、设计和技术创
新的交流，则非瓷器贸易莫属。
中国早在汉代(前206～公元220年)开始开辟贸易之路，到唐代(618～907年)已经建立庞大的市场，贸易
往来莫不以对方的奇珍异器为尚。
瓷器从海陆两路出口，远届土耳其、东非，近则至菲律宾、日本和印尼等地，不仅供王室贵族收藏和
使用，也作为家族的传家宝收藏，甚至作为墓葬品使用。
江西景德镇以盛产瓷器著名，遂有瓷都之称。
宋代(960～1279年)发明了白中泛青的蓝白釉瓷器(青白瓷，俗称影青)，青白瓷不仅出口，还供应国内
市场和皇室御用。
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两代，青白瓷风靡世界，景德瓷的名声由是确立。
一般来说，瓷是一种白色、半透光、玻璃化的物料，在摄氏1300度左右的窑里烧制成器。
但瓷器并不一定是纯白色或半透光的，这要视瓷土所含杂质及其厚度而定。
中国外销瓷的品质因其出口市场、以及制造时间和地点而各有差异。
质厚粗糙的瓷器通常销往亚洲各地，后来也销往西方，纤薄而绘制精美者则多销往欧洲，供日常使用
和收藏。
“外销瓷”是一个意思多少有点含糊的字眼，既可泛指不同品质、粗糙精细兼而有之的陶瓷，如供应
本土市场，随后也销往国外，包括唐宋时出口东亚、东南亚和西亚的陶器：也专指为国外市场生产的
瓷器，如元代时为穆斯林市场制造的大型“食盘”，以及18世纪根据指定欧洲式样和图案特制的瓷器
。
研究指出，过去认为大多数外销瓷只在民间窑场制作的看法并不正确，在明、清(1644～1911年)两代
，尽管景德镇是官窑所在，专为宫廷服务，但它在生产宫廷瓷器之余，也生产出口瓷器，这也是许多
外销瓷品质优越的原因。
起初，中国商人并不直接与西方买家交易，而是通过中介商由海路或陆路付运，这些中介商大都是阿
拉伯商人。
但自16世纪初葡萄牙开辟了通向中国的航线后，贸易日趋蓬勃，西班牙、荷兰、英国和其他国家也纷
纷从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分一杯羹。
从全球各地沉船和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器，增加了人们对瓷器贸易分布范围和内容的了解。
从16世纪末欧洲开始，摆设和使用中国瓷器，以至于以中国款式为蓝本的日本瓷器，成为地位的象征
，是富贵且具鉴赏品味的人家才能享有的奢侈。
他们的收藏丰富得要用整问房间来陈列。
英国以至全欧洲的陶匠，都试图复制精白、耐久的瓷器，由此衍生了新型的陶瓷品种，如骨瓷、软质
瓷。
不过，它们的精细和纯白、光亮程度都比不上从中国进口的瓷器。
经过多年摸索，直到1709年德国迈斯的工匠勘破制陶的奥秘，局面才有所改观。
到18世纪，欧洲(稍后还有美国)的贸易公司为与中国在瓷器贸易中争一日之长短，指定要根据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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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色泽和图案制造套装餐具和其他器皿。
东西方陶匠的意念交流，产生各式各样眩目的新品种，来自不同国家的瓷器时见错配的样式和系列设
计，以致今天人们还在问：“究竟谁抄袭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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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起中国外销瓷，不期然令人想到远洋帆船上满载的青白瓷瓶、碟、罐，它们厕杂於茶叶、丝绸、漆
器和香料等奢侈品之间，穿越重洋，散落於在亚、美、欧各洲。
    本书详述外销瓷的特色，从而透视瓷器贸易的来龙去脉。
这些独特的瓷器，既以中国纹饰为本，又融合全球各地消费市场的口品味，显示贸易往还也是艺术风
格和技术传播的通道。
中国瓷器於汲取伊斯兰造型和图案艺术之余，反过来也成为模仿的对象，其影响不仅在近东，而且远
及荷兰、德国、英国，甚至墨西哥。
    作者借助大量从博物馆和其他珍藏精心挑选的图片，细说一幕幕关于贸易、探索、航海、沉船和艺
术交流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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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甘雪莉（ShirleyGanse），中国陶瓷专家，对当代和古代陶瓷有浓厚兴趣，1982年首次到访中国景德镇
，考察陶艺及其文化背景。
足迹遍及中国·并追寻充满传奇色彩的陶瓷之路，远涉印尼、伊朗和伊斯坦布尔。
拥夏威夷大学远东艺术史硕士学位，多年来以馆员和顾问身份，任职于博物馆及与收藏家并肩工作。
 
    甘雪莉现居于华盛顿州西雅图，长期担任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rl）中国巡回展览计
划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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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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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中亚到罗马，从东南亚海域到西班牙占领的美洲，从中国口岸到欧洲各大首都和纽约，从第9世纪
的中国皇帝到19世纪的鸦片战争，都贯穿着中国瓷器的东西方贸易故事。
这是充满探险、创业、战争、沉船、财富得而复失、技术突破、装饰创新和跨文化交流等等内容的故
事。
无论从东方还是从西方角度来看，我们的世界都必须通过探索和贸易航程来开拓，而寻求瓷器则是这
壮举的一部分。
在今天电子邮件和飞机旅行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早就忘记当初横跨半个地球寻觅宝物所花的时间和精
力是多么巨大。
陆上通道充满了风沙、盗贼、干旱、险境和政治纠纷，危机重重。
海上通道虽然有利于瓷器运输，但同样存在风暴、劫掠、与其他商人勾心斗角、风信不易掌握等等风
险。
虽然无论循陆路还是海路，商人还得冒销售商品的风险，因为人们也许不喜欢或买不起瓷器，但他们
都受到异国奇珍的吸引，对丰厚的利润趋之若鹜。
世界由此变得多姿多采。
遗憾的是，几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交流了大量货物，却没有真正努力去理解或欣赏对方的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
外国商人被限制于中国的某些港口，中国商人很少跑到欧洲去，互相理解的机会少之又少。
欧洲根据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典型图像而形成“中国风格”，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唯一能使他们想起中
国的有形物体，不知道这些图像也可能是中国人对他们认为欧洲需要什么的一种诠释。
中国传统上就不愿受外来影响，对他们奉命仿制的图案的来源地不感兴趣。
足战火强迫打开中国口岸的大门，使贸易得以上升到更广泛更具实质内容的层面。
历史演进到近代，很显然，西方贸易商和押运员都是当今投资者和商家的先驱，后者向中国购买或外
贩中国工厂制造形形色色专为供应全球出口市场的产品，其中许多产品都是根据外国客户提供的设计
制造。
中国和欧洲瓷器装饰主题交流也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故事，如今东西方风格的双向交流仍在重演。
瓷器只是中国和西方珍品贸易中的一种商品，其数量和收益很难与茶叶相比，但却被研究得最多，因
其耐用持久，能保存到现在，引起史学家和艺术品市场的注意。
当然还因为瓷器美观而别具魅力，凡有瓷器从沉船中打捞上来，即使是一个茶壶或瓷盘，也因其曾深
藏海底数世纪而仍会引起人们的莫大兴趣。
无怪乎一有关于沉船捞获瓷器和拍卖这类珍品的新闻和拍卖会，总会引起世界各大都会的哄动。
中国瓷器作为这么一段曲折多采的历史的有形联系，无疑将继续成为全球注视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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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外销瓷》借助大量从博物馆和其他珍藏中精心挑选出的图片，细说一幕幕关于贸易、探索、航
海、沉船和艺术交流的精彩故事，详述外销瓷的特色，从而透视瓷器贸易的来龙去脉。
这些独特的瓷器，既以中国纹饰为本，又融合全球各地消费市场的口品味，显示贸易往还也是艺术风
格和技术传播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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