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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历史回顾
刘　淼　吴春明　 (厦门大学历史系 )

　　陶瓷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发明 , 从其产生

的那天开始 , 伴随着我国人民同外界的接触 , 就

开始了向海外的传播。事实证明 , 我国陶瓷的外

输 , 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海上进行的 , 始于汉晋

六朝 , 发展于隋唐宋元 , 鼎盛于明清时期 , 海洋

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

至大西洋两岸 , 瓷器成为古代世界 “中国制造 ”

的标志产品。瓷器的外销是一个重要的考古课

题 , 也是经济史、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因此它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在学术界

也一度掀起研究的热潮。随着陶瓷考古、海洋经

济史及中西关系史等课题研究的不断展开 , 其作

为一个交叉的学术课题相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

就。

关于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 , 在国外开始的

相对要早些。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 欧美学者

在中近东的考古调查发掘中中国瓷器的不断出

土 , 最早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世界上很多国

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或更早就开始重视对这方面

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了 , 还建立了相关的组织和机

构 , 拥有一批专业的研究人才 , 四、五十年代以

后 , 其研究更为活跃①。国外的研究 , 以日本学

者所取得的成绩最大 , 进行的最为深入、有序。

日本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龟井明

德、矢部良明等学者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熟识。在

三上次男先生的代表作 《陶瓷之路 》 (1969年出

版 ) 中首次提出的 “陶瓷之路 ”这一概念。日

本的学者在贸易陶瓷的资料搜集、研究方面已经

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②。西方学者的研究对

象很大程度上以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其它收

藏机构所收藏的明清时期的外销西方的瓷器为研

究对象 , 结合当时一些文献中的记载进行探讨。

同时 , 他们还关注在亚、非以及中东等地进行的

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的中国陶瓷器 , 随着欧亚航

路上沉船遗迹的不断发现 , 沉船瓷器就成为近年

欧美学者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

国外学者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内外销

瓷研究的开始和进行。关于国外研究我国外销瓷

的历史拟以专文详细论述 , 本文重点介绍国内学

者对于我国外销瓷研究的历史。回顾我们整个研

究的过程 , 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 :

一、研究的初期阶段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我国 , 关于外销瓷的研究历史可以上溯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 代表人物是陈万里、韩

槐准两位先生。

韩槐准先生被称为 “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

的第一人 ”。早在 20世纪三十年代 , 他就开始

注意在南洋搜集我国的贸易陶瓷资料了 , 先后在

《南洋学报 》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南洋出

土我国陶瓷器的文章 , 而 《南洋遗留的中国古

外销陶瓷 》一书③
, 更是其研究的总结和代表。

六十年代他还回到祖国调查了一些窑址 , 他的工

作对福建等地区的贸易陶瓷的研究产生重大影

响。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古陶瓷研究中的奠基人

物 , 20世纪二十年代 , 他把近代考古学的方法

引入了古陶瓷研究领域 , 被称为我国古陶瓷研究

中的 “拓荒者 ”、“陶瓷考古第一人 ”④。陈万里

在其著作中曾提到过中国古代青瓷的外销问

题 ⑤ , 但由于条件限制 , 这一研究工作未能得到

深入。六十年代 , 陈万里先生发表 《宋末 ———

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 》⑥
, 通过搜集文献

记载 , 综合论述了我国各个时期瓷器输出的概

况。他还发表了 《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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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⑦一文 , 他的文章结合这一时期荷兰学者 T

·佛尔克编著的 《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⑧ ,

使我们对明清时期我国瓷器的输出情况有了初步

的了解。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夏鼐先生的 《作

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 》⑨
, 文章介绍

了三十年代他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见到的中国瓷

器碎片 , 还介绍了在东非各国出土的有关中国外

销瓷的研究材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处于我国古陶瓷科

学研究的早期阶段 , 当时的陶瓷学者以陈万里、

冯先铭等先生为代表也注意到了浙江以及东南沿

海外销瓷窑址的问题 , 形成了早期对外销瓷窑址

(东南沿海省份窑址 ) 的初步认识⑩
, 通过在福

建晋江等地进行的窑址调查 , 把国外发现的资料

和窑址出土的情况作了对照。

此外 , 在六十年代中期 , 中国历史博物馆等

单位也开始注意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 , 搜集有

关的图片资料 , 初步绘制了中国外销瓷的区域和

线路图 �λϖ 。

1966年以后 , 整个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二、第一个研究的高潮 :

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伴随文革的结束 , 学术上开始活跃 , 这一时

期也是我国古外销瓷研究进行的最为有效和有序

的时期。当时 , 整个古陶瓷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

重新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窑址调查和试掘工作 ,

按瓷窑体系进行调查 , 逐步摸清了中国陶瓷发展

的基本情况 , 同时对瓷器外销的情况也在整体上

有了较清晰的把握 �λω。1982年的 《中国陶瓷史 》

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 它第一次全面、科学地

阐述了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的历史 , 是

1980年以前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

而其中也包括了我国学术界对我国外销瓷的研究

成果。在书中 , 分章节分别对唐、宋、元、明、

清时的瓷器对外输出的情况进行了论述 �λξ 。这之

后的时间里 , 中国古陶瓷和外销瓷的研究更为活

跃 , 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一 ) 受陶瓷考古全国范围内窑址调查和试

掘的影响 , 人们在研究海外发现的外销瓷器本身

的同时 , 把注意力放到了对沿海地区各个瓷窑体

系的调查和发掘上 , 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力量对广

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

化窑、泉州磁灶窑以及江西吉州窑、景德镇的湖

田窑等进行调查和试掘 , 获得了第一手的窑址资

料 , 为外销瓷研究深入、广泛的展开奠定了基

础 , 也使得我国学者在外销瓷器研究中的优势逐

渐显露出来。

(二 ) 我国陶瓷界的一些学者 , 为了更好地

推动我国外销瓷的研究 , 提高我国外销瓷研究的

水平 , 倡导、组织了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

和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 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从此 , 我国外销瓷器的研究有了自己的组

织机构 , 有了专门的研究人员 , 定期召开年会 ,

这些都为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1980年 7月 ,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正式

成立。1981年 10月 , 第一届中国古外销陶瓷学

术讨论会在广东新会县召开。1982年 , 第二届

中国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江西吉安召开。

1987年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年会在晋江召开。

伴随着这一热潮 , 出现了几本外销瓷器研究的合

集 , 《古陶瓷研究 》 (第一辑 ) �λψ、《中国古代陶

瓷的外销 》�λζ等论文集的出版是这时期成果的体

现 , 学者们分别对各地及不同窑口的瓷器的外销

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三 ) 在外销瓷的研究中随时注意搜集国外

研究动态。

由于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泰国对我

国沉船瓷器的打捞以及我国瓷器在东南亚各国的

广泛出土 , 引起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的极大关

注 , 并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关于我国外销瓷器研究

的热潮。国外学者相继发表一系列专题论文、专

著和图录 , 就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窑口、品种、类

型、运销路线、销售范围、烧造时代和中外文化

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菲律宾、韩国和

香港等地还举行过专题讨论会 �λ{ 。

这些研究热潮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 ,在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组织和推动下 ,集中翻

译、引进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大大开阔了我

国学者的视野和研究思路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

更多的资料 ,一度推动了我国外销瓷器研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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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进程。《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 》第一

辑和第三辑 �λ|是由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组织翻

译的两本外销瓷研究论文集 ,它们集中介绍了南

朝鲜、日本以及欧美学者关于外销瓷器研究的成

果 ,涉及日本、朝鲜、菲律宾、东南亚、非洲、美国及

北美等地出土中国越窑、长沙窑、龙泉窑及唐宋元

时期其他窑口的陶瓷器情况。其中 ,绝大多数又

都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三上次男先生的代表作《陶瓷之路 》�λ}也正是

在这一时期由其学生李锡经等翻译过来而被我国

学者所熟识的 ,书中根据作者多年考古调查、考察

资料和经验 ,以大量的事实 ,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

陶瓷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了东西方两个世界 ,是一

部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和研究中国外销瓷的重要

著作 ,也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其在我

国外销瓷研究中的地位至今仍无法取代。

(四 ) 这一时期的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受当时

学术界海外交通、对外贸易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

研究热潮的影响很大。

当时的许多学术问题是围绕着丝绸之路展开

的 , 特别是 “海上丝绸之路 ”的提出并由此形

成了国际性的研究热潮 �λ∼ 。宋元时期飞速发展起

来的泉州港逐渐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最大的贸

易港 , 其地位显赫 , 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及其以后

陶瓷生产的基地和输出口岸之一 , 在世界性的陶

瓷贸易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1979年由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

位举办了 “泉州古外销陶瓷学术座谈会 ”, 对泉

州的古外销陶瓷进行探讨和研究。而 《海交史

研究 》也成了这一阶段我国外销瓷研究成果发

表最集中、最重要的刊物 , 之后成立的中国古外

销瓷研究会的不少会员又是海外交通史的会员。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馆员还广泛参与了泉

州、晋江等地的窑址调查和发掘 , 采集了大量珍

贵的外销瓷标本 , 创立开放了 “泉州外销瓷陈

列馆 ”。围绕泉州湾 , 从产品、港口、海外交通

等多角度出发 , 对这一地区宋元贸易陶瓷的情况

进行探讨 �µυ , 内容相当丰富 , 而德化窑与磁灶窑

的研究则占有突出位置。

陆培初先生的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

流》�µϖ一书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从中西文化交流的

角度对我国明清时期的外销瓷进行探讨的论著。

(五 )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促成了研究热点

的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

大批中国瓷器的发现 �µω
, 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注

意 , 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更是广泛参与

了探讨研究。我国陶瓷考古学者也撰写文章集中

介绍了沉船中的瓷器资料 , 并对其窑口、年代、

航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µξ 。船中出土了大量的龙

泉青瓷和景德镇瓷器 , 围绕新安沉船 , 由此引发

了人们对宋元时期龙泉青瓷及景德镇瓷器外销以

及我国瓷器外销日、韩等国情况的集中探讨 , 它

是综合研究的一个典型。

(六 ) 这时期我国的外销瓷器研究中出现了

一些阶段性代表成果。

八十年代左右 , 以社科院马文宽先生等为代

表的一些学者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开始关注 ,

撰写了系列论文 , 并最终完成了代表性成果

《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 》�µψ一书 , 该书结合非洲

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原文资料 , 就非洲各国出土的

中国自唐中期至清中叶的瓷器进行了全面的介

绍 , 并结合国内陶瓷考古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其

窑口与年代作了论述研究 , 内容涉及了中非海上

交通、贸易交往以及中非文化交流诸方面 , 是外

销瓷研究中地区性探讨的代表性作品 , 资料性和

专业性都很强。

(七 ) 中外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的趋势开

始出现。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 , 中国的学者开始

了与国外研究者的交流。国外的学者如三上次男

等开始到中国来参观、访问 , 我们国家也不断派

出学者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1989年故宫

博物院邀请日本出光美术馆举办了 “陶瓷之路

展 ”, 以形象的文物资料再现出历史上东西方以

陶瓷为载体的文化交流盛况。

总之 , 这一时期对外销瓷器的历史及外销情

况有了较清晰的把握 , 再加上新的考古发现 , 引

起世界各地学者对我国外销瓷的关注 , 进而影响

到我国也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 , 这一时期是我国

外销瓷器研究的活跃期。但受窑址调查和发掘资

料的限制 , 以及新安沉船、泉州贸易陶瓷等研究

热点问题的影响 , 这一时期整个研究的重点及成

果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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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续发展时期 :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

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在前一阶段基础之上进一

步向前发展。一些传统的课题还在继续 , 随着我

国陶瓷考古工作的蓬勃进展 , 窑址资料极大的丰

富 , 特别是对越窑、长沙窑、龙泉窑、景德镇窑

及江浙、福建、两广等地其他窑址资料的进一步

揭示 , 对于外销瓷的研究也变得更深入。同时 ,

这一时期新的研究热点和特点逐渐出现。

(一 ) 在窑址考古方面 , 福建特别是闽南外

销瓷窑址的发现和研究 , 可谓成果丰硕。除宋元

时期的晋江磁灶窑、同安窑系的 “珠光青瓷 ”

等围绕泉州港展开的宋元时期外销瓷以及德化陶

瓷的研究还在继续外 ,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 “漳

州窑 ”概念的提出及系统研究 , 在我国外销瓷

的研究中具有突破性意义。

漳州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在

中日学者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早在八、九十年代

就对漳州地区明清时期窑址的调查整理中提出

“漳州窑 ”的概念。此后福建省博物馆与日本关

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 “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

易陶瓷的研究 ”课题下 , 就漳州窑研究进行了

交流和合作。以此为契机 , 福建省博物馆也加强

了对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 , 尔

后 , 又组织了对平和南胜、五寨古窑址的考古发

掘 �µζ
, 证明平和县的花仔楼碗窑山和五寨的大

垅、二垅窑址就是生产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广泛

出土的所谓的 “华南窑系 ”或是称为 “SWA2
TOW ” (即 “汕头器 ”) 的贸易陶瓷的窑址。

《漳州窑 》�µ{一书的出版 , 是这一时期窑址考古成

果的集中体现 , 《福建文博 》上也有不少窑址资

料的公布。这些考古资料给人们以全新的视野和

资料 , 开始对我国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窑业

遗存及外销瓷产品有了进一步认识。

在这之前 , 早在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 随

着国内江西广昌地区明代万历纪年墓中克拉克瓷

的发现 �µ| , 加上国外沉船考古中明末青花瓷器的

不断发现 , 就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明代晚期外销青

花瓷器的文章 , 但当时人们对于 “克拉克 ”瓷

这种外销瓷器的认识还只限于明代万历时期景德

镇地区的生产。漳州窑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 使得

人们对克拉克瓷产地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从此 , 人们研究外销瓷的重心也从宋元时期转向

了明清 , 围绕闽南外销瓷窑业遗存、漳州窑与月

港兴衰、明清时对外关系、福建沿海私商势力的

崛起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µ} 。

(二 ) 这期间 ,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我国水下

考古事业的逐渐开展。国外私人打捞沉船的活动

促使我国在八十年代晚期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

心 , 培养了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 开展了一系

列水下考古工作。由调查发掘古代沉船入手 , 在

福建连江定海海域、辽宁绥中三道岗渤海海域、

广东台山南海海域、广东珠海海域以及西沙群岛

海域等地都发现了一批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

遗址及大批陶瓷器出水 �µ∼
, 而且这些资料的公布

比较及时。这些考古发现 , 将沉船及沉船出水瓷

器引入了我国外销瓷的研究中。

与此同时 , 国外的海洋考古学者还在环中国

海以外的地区发现了不少近古欧洲各国的东印度

公司远东航路的沉船 �νυ 。这些沉船及出水文物不

仅十分珍贵 , 而且在中外交通史、海外贸易史和

文化交流史方面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沉船及

沉船出水瓷器日益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三 ) 与这些新特点出现不相符的是 , 这一

阶段外销瓷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古陶瓷学者的广泛

参与。

随着整个陶瓷考古蓬勃进行 , 出现一系列新

的课题和热点引起古陶瓷学者研究的重视 , 外销

瓷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相对来说显得并不活跃。当

前我国外销瓷的研究中的领军机构和组织还没有

形成 , 对于国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介绍

很少 , 虽然偶尔也能见到一些翻译国外学者的文

章 , 但毕竟属于个人的行为 , 远远不能提供当今

外销瓷研究中对国外出土资料的需求。外销瓷的

研究是国际性的综合研究课题 , 需要来自外销瓷

生产地、中转地、销售地和消费者等一连串的情

报信息。

由此可见 , 这一时期我国外销瓷的研究主要

是延续上一阶段的发展 , 随着国内窑址资料的不

断揭示以及水下考古活动的逐渐展开 , 出现新的

研究热点 , 其中以福建地区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最

为突出 , 研究的重点由宋元转向了明清。但相对

于整个陶瓷考古领域窑址考古和水下考古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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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来说 , 外销瓷的研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繁荣

发展。虽然相关论文成果的数量可算庞大 , 但实

质上的突破很少。

四、世纪之交新的研究趋势的出现

及 21世纪我国外销瓷研究的展望

　　当前的研究虽然存在诸多不足 , 但也出现一

些新的趋势 , 体现了新的形势下的要求。

(一 )在世纪之交 ,受新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

外销瓷研究传统思路逐步被打破 ,新的视野和角

度开始出现。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自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以来 ,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提出了建立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 ”的研究框架 ,强调从海洋

思维的新视野来研究中国东南历史 �νϖ 。在此学术

背景之下 ,学者们提出了“海洋性瓷业 ”的概念 �νω
,

海洋性瓷业是指“以海洋为媒介、以输出海外为

目的的我国东南地区古代特殊的瓷业体系 ,是中

国东南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

的有机组成部分。”�νξ它将外销瓷放在以东南沿海

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史体系中予以观察、研究 ,认识

外销瓷的海洋性特征 ,探索其因海洋文化的发展

而兴起、因海洋文化的波动而变迁的历史互动过

程。因而 ,外销瓷中的海洋性因素被突显。它站

在全新的角度 ,从我国外销瓷器遗存的时空构成

追述腹地的生产、港市集散、海外流通并以此探察

东南海洋社会经贸体系。

(二 ) 我国水下考古队的成立标志着科学探

索水下陶瓷资料的开始 , 开始瓷器贸易研究中重

要一环 ———沉船瓷器也就是输出路线上的实物资

料的获取 , 从而也使得古陶瓷研究中的考古派和

外销瓷研究派进一步结合。水下考古事业顺利开

展 , 定期举办水下考古培训班培养水下考古人

员 , 新的水下陶瓷资料的不断披露 , 必将有力地

推动外销瓷的研究。从而围绕沉船和航路展开的

研究将会是我国外销瓷研究中向新的研究领域的

不断扩展。

(三 ) 学术界发展到世纪之交的今天 , 在各

个领域要求学科的整合及交叉学科的研究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 , 而外销瓷的研究正是这种趋势的最

佳体现。其研究本身所蕴含的内容是巨大而丰富

的 , 体现了考古、经济史、交通史、港史、海外

贸易史、船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 , 它是

跨学科研究的最好的课题。以外销瓷这个角度为

突破口 , 对各种资料进行一个整合 , 是外销瓷研

究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要求 , 惟此 , 外销瓷的

研究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突破 , 达到考古学中

“透物见人 ”的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 , 外销瓷的研究也将会实现从以前

泛泛的概括性的探索向更为实际、细致的科学研

究的转变 , 今后外销瓷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更加细

致化和深入化的过程。这两方面并不矛盾 , 无论

是宏观上的多角度、多视野综合性研究的掌控 ,

还是就某些具体课题更细致、深化的探讨 , 两种

趋势都是外销瓷研究发展至今的必然趋势。由香

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主持的

研究项目 “陶瓷下西洋 : 中国外销瓷与东西海

外贸易 ”, 于 2004年 6月底举办了 “十二至十

五世纪中国外销瓷与海外贸易国际研讨会 ”�νψ
,

是一次目的明确、主题集中、时代集中的外销瓷

综合性研究的有益探索 , 也是新的研究趋势的体

现。

如果说前三个阶段 , 更多的是资料的积累阶

段 , 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外销瓷研究逐步步入整

合和繁荣的阶段。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并相应地做好一些准备。

首先 , 在外销瓷的研究中 , 窑址资料的揭示

是基础 , 是其它研究工作科学展开的依据 , 无疑

我们有着先天的研究上的优势 , 所以外销瓷研究

的主要阵地应该在我国。近年来外销瓷的窑址资

料在不断披露 , 特别是以栗建安为代表的福建省

的考古工作者 , 在福建地区外销瓷窑址的考古工

作和资料的揭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

该更好地认识并发挥这种优势 , 更为科学、规范

地开展我们的工作 , 并及时、有效地公布最新的

考古资料 ,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同时 , 窑址资料和国内外沉船资料及国外出

土资料的有机结合 , 才能综合、深入的科学探

讨。所以 ,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 , 并逐

步开展国际学术的分工合作。要随时吸收国外最

新的考古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 , 继承七、八十年

代的有效经验 , 组织力量对国外的最新资料及时

公布、介绍 , 多召开一些不同主题的国内、国际

学术会议 , 还可以采用派专家互访、请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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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召开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总之 , 除了做好我

们自身的工作之外 , 要尽可能的及时地获取国外

的最新资料以保证我们规范、科学的学术研究的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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