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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瓷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智慧，张扬着人类文化的显著个性、独特魅力，因
而已成为世界各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所藏中国文物中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品种之一。
古陶瓷标本是指经考古发掘、窑址采集、民间流传有绪所获得的器物残件、残片。
它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是另一意义上的逝去时代人类生活的化石，它带给后人的古史信息，
与古陶瓷完整器带给人们的同样珍贵。
此外，古陶瓷标本还具有许多古陶瓷完整器并不具备的优点，如便于科研、系统教学、收藏实践等。
它的具体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1.古陶瓷标本是历史演进的见证时至今日，先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
古陶瓷完整器以及璀璨的陶瓷文化，然而这些在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完整器，与古代创造的陶瓷器
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古陶瓷完整器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并不具有完全性，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也不能仅仅依靠完整器来解读
。
而我们所得到的古陶瓷残件、标本却是大量的，其作为一种历史信息的载体，能更全面地反映人类历
史的各个侧面，更为立体地、形象地再现历史时代的生活，赋予历史的质感。
2.古陶瓷标本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对于古陶瓷的研究，除了应该关注它们的外观表现外，还应将视线投
射到古陶瓷的内部结构和成分分析。
通过古陶瓷标本，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陶瓷胎釉的情况，这样的古陶瓷研究才是全面和完整的。
然而，各种各样的科研实验会对古陶瓷造成或多或少的破坏，为了使保护与研究两者兼备，并尽可能
达到和谐，古陶瓷标本作为实验样本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最佳选择。
因为古陶瓷器残件、碎片与古陶瓷完整器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可以达到与古陶瓷完整器相同的效果
。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古陶瓷标本甚至有着古陶瓷完整器无法取代的作用。
可以说，古陶瓷标本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之一。
3.古陶瓷标本是教学教育的原料与古陶瓷完整器相比，古陶瓷标本更利于教学实践。
这里主要从专业教学与普及教育两方面分析。
专业教学是让文博专业的学生接触实物、研究实物，这也是古陶瓷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
古陶瓷完整器在教学中会存在损坏器物的可能，而选择借助古陶瓷标本既可以使学生看到同样的历史
信息，又是对我国珍贵文物资源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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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瓷史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指挥。
古陶瓷标本室历史演进的见证，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教学教育的原料，是收藏爱好者的重要参考资
料。
本书旨在能为教学科研、收藏交流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价值。
     全书包括了先越窑·原始青瓷、越窑青瓷·唐-五代、越窑青瓷·宋-元初、龙泉窑青瓷·北宋-南宋
初等八个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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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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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松江自唐天宝十年（751年）置县，至今已有1258年历史，在这座老城地下，留存有大量古陶瓷残件和
瓷片，这是松江先民无意中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我们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财
富。
1989年底，松江老城开始大范围的旧城改造，笔者与一批朋友也同时对地下古陶瓷片进行竭力抢救。
我们既把这项工作当成缘分，更把它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二十年间，累计收集到历代不同窑口古陶
瓷达二万多片（件）。
捡瓷片很辛苦，起早摸黑，顶风冒雨，为了赶上现代化的施工速度，我们不断与时间比赛，尽可能多
捡些瓷片，尽可能捡到好瓷片。
虽然捡瓷片辛苦，但很快乐，只有身临其境才有体会。
每当工作之后回家沏一杯茶，拿出历经艰辛获得的古陶瓷标本把玩，仿佛在浏览千年历史，又似乎在
与古代文明对话，每当此时，心中不禁涌起一种令人神往的奔放。
松江老城地下瓷片遗存丰富，主要散落在老城内外的市河、池塘、湖泊及低洼湿地附近的古代生活遗
址点。
笔者特别留意并记录了这些古代生活遗址点的文化层次和时代特性，通过对散落在松江老城内大量古
陶瓷片的整理，发现唐代生活遗址点二十八处，宋元遗址点四五十处，明清遗址点更多。
有幸的是，我们的这项工作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
中国古陶瓷研究权威张浦生教授，曾先后五次到我家中进行鉴定与指导，鼓励我们多捡瓷片，为收藏
古代文化“拾遗补缺，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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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陶瓷鉴定标本参考图典·青瓷卷(上)》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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