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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是釉下五彩瓷，而且是某一时期

某 一 种 类 釉 下 五 彩 瓷 的 巅 峰 、 代 表 作

品。

第二、釉下五彩瓷不是奇葩是时尚。

在 对 外 宣 传 中 ， 还 喜 欢 用 到 的 一 个 词

汇，就是把釉下五彩瓷说成是中国陶瓷

发展历史上的一朵奇葩，这是一个不妥

当的形容；从字面意思来看，奇葩就是

独特力行的非正常的成果，也就是说是

不符合节令时尚盛开的、非常的花朵。

其实，从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来看，釉

下五彩瓷不是奇葩，而是一种瓜熟蒂落

的成果，是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必然结

果。

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任何一次进

步都是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进步，釉下五

彩瓷的诞生同样如此。从烧成温度较低

的陶到烧成温度高的瓷，从釉上装饰到

釉下装饰，从釉下单彩到釉下多彩，这

是陶瓷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在包括红

颜料的基本高温矿物颜料被发现之前，

要么只能使用一种颜料进行陶瓷装饰，

要么使用多次烧成工艺烧成斗彩，都没

有办法烧制出釉下五彩瓷来。当能够耐

受高温的瓷泥被发现、高温釉料齐全、

使之同时发色的窑炉烧成技术成熟后，

釉 下 五 彩 瓷 的 出 现 也 就 是 顺 理 成 章 的

事。釉下五彩瓷也必定会因为其独具一

格的装饰效果和所包含的涵括以前各个

发展阶段累积的经验和成果的烧制技艺

成为陶瓷发展的崭新阶段和主要流派。

所 以 说 ， 釉 下 五 彩 瓷 不 是 不 合 潮 流 的

“ 奇 葩 ” ， 而 是 中 国 陶 瓷 经 历 由 陶 到

瓷、由釉上到釉下、由单色到多彩的发

展过程中最为先进的一个必然成果。

第 三 、 釉 下 五 彩 瓷 不 是 环 保 瓷 是 健 康

瓷。

在以往的宣传中，还喜欢把釉下五彩瓷

说成是环保瓷，这个定位不准确。所谓

环保是说某一产品对环境影响比较小，

或者其影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化解。釉

下五彩瓷是环保瓷的概念是针对釉上彩

瓷器提出来的。釉上彩瓷器因为缺乏釉

层保护，彩绘颜料中的重金属会在使用

过程中缓慢析出，影响到人类健康，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错的。但是，陶瓷

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其环保的概念应

当包括产品本身对环境的影响。陶瓷产

品从自然界掘取适合各类动植物生存的

泥土，经过加工变成岩石结晶状态的陶

瓷，极低的透水透气率使其很难在自然

状态下进行分解，再也很难适合自然动

植物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瓷

产品，包括釉下五彩瓷在内，都不属于

环保产品的范畴。所以说，根据釉下五

彩瓷有釉层覆盖、减少甚至杜绝对人体

有害重金属析出的特点，称之为健康瓷

还是妥当的。

第四、勾线汾水是基本技法，薄施淡染

是某类作品的特征。

在釉下五彩瓷生产中，这两个概念都是

耳熟能详的，但是其定位有待明确。首

先，勾线汾水是釉下五彩瓷生产的基本

技法，但不是根本技法，也就不成其为

本质特征。勾线汾水在釉下五彩瓷最初

的生产中，运用最为广泛，效果最为典

型，是老一辈釉下五彩工艺大师长期摸

索 积 累 的 经 验 ， 值 得 继 承 和 发 扬 。 但

是，勾线汾水并不是釉下五彩瓷独有的

技法，在传统国画中这是两项独立的绘

画技法，而且这两项技法在工艺生产中

的结合与运用也不是首次。景泰蓝的制

作技艺中，这两种技法的结合就得到很

好 的 运 用 。 在 釉 下 五 彩 瓷 的 创 作 实 践

中 ， 后 来 的 工 艺 美 术 家 也 进 一 步 将 泼

彩、大写意甚至图案等绘画技法应用到

釉下五彩瓷的创作中来，所以说勾线汾

水 的 运 用 也 不 是 釉 下 五 彩 瓷 的 本 质 特

征。

与此类似的是“薄施淡染”效果在釉下

五彩瓷上的运用，同样只是某一种类釉

下五彩瓷追求的艺术效果，而不是其本

质特征。和“薄施淡染”效果相对的是

另一种绘画效果“浓墨重彩”，纵观釉

下五彩瓷一百年的发展历史，这两种类

型的经典作品都有大量存在，也正因为

釉下五彩瓷能够承载不同的艺术效果而

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第五、文化载体或许是其历史定位。

釉 下 五 彩 瓷 相 比 较 其 他 种 类 的 陶 瓷 产

品，还具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巨

大的文化承载功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使得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中突出出来，成

为万物的主宰。要成为具有代表性意义

的文化载体需要具备至少三个特点：一

是尽可能的承载更多的文化信息，即承

载信息的全面性；二是能够被最大多数

人所掌握和运用，即运用的普遍性；三

是能够更好的保存这些信息，即保存的

持久性。从这些方面看来，釉下五彩瓷

或许能够成为继宣纸之后最具有代表性

的文化载体。

首先，相比较青花、墨彩等单色釉陶瓷

产品，釉下五彩瓷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存

线条、文字、色彩等文化信息。其次，

现代陶瓷产业的发展，已经把釉下五彩

瓷的制作变成公共的技能，任何一个需

要进行文化传承的人都可以在陶瓷坯胎

上 进 行 创 作 ， 把 需 要 传 承 的 信 息 通 过

点、线和色彩完整表达出来。至于能不

能够创作出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那是

另外一件事情，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

再次，釉下五彩瓷因为其独特的高温烧

成和釉下发色原理，具有远远胜过宣纸

的持久稳定性能，这也是成为新一代优

良文化传承载体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笔者认为，或许成为新一代具有

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真

正的历史定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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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窑变观音》一书从文学的角度演

绎了丰富多彩的陶瓷历史与文化，作者

通过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富有感染力的语

言，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如临其境。

《窑变观音》一书有四个故事都讲到了

陶瓷烧制过程中的窑变现象。窑变是一

种不可捉摸的瓷器烧制现象，对于古代

陶 工 而 言 ， 这 种 现 象 往 往 是 不 可 控 制

的，但这种奇特的变化往往给瓷器带来

百倍身价。如历史上著名的钧瓷就是一

种窑变瓷器，钧瓷有“入窑一色，出窑

万彩”，“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

片”的说法。什么是窑变呢？明王圻所

撰《稗史汇编》载:“瓷有同是一质，遂

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

所 合 ， 非 人 力 之 巧 所 能 加 ， 是 之 谓 窑

变”。 一般来说，出窑后产品在颜色、

形状、声音和质地发生了特异变化者，

[2]都可称之为窑变 。古人对于陶瓷的窑

变有零星的记载，本书的故事之一《窑

变 观 音 》 即 有 典 故 。 事 见 清 朱 彝 尊 的

《月下旧闻》记载：“明神宗时，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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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欲得一瓷相奉之，举会间，景德镇窑

中器化一庄严法象，绿衣披体，晏坐支

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宇，

篆法宛然，献之阙下。懿旨命供于报国

寺内，俾都人咸知敬礼，今京师所谓窑

变观音是也”。跟本书的“窑变观音”

故事颇为相合，显然这个故事就是来自

于这个典故。但作者充分发挥了他的文

学功底，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

使得这个传说显得更加有血有肉。故事

讲的是明朝某朝的李太后想要为报国寺

做些贡献，打算造一个观音菩萨像送给

寺庙，但又想将这个菩萨像做得别出心

裁。用何种材料做这个大菩萨，使其深

感苦恼。恰在此时景德镇官窑烧砸了一

批瓷器，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批烧砸了

的瓷器竟然窑变成一个观音大佛，官窑

管理者将其献给李太后，解了李太后心

中之忧，于是不仅赦免陶工之误，而且

还 给 管 理 者 加 官 进 爵 。 除 了 “ 窑 变 观

音 ” 之 外 ， “ 可 器 ” 、 “ 百 圾 碎 ” 、

“风火仙”几个故事中都提到匪夷所思

的窑变。早期古代窑工烧出窑变产品，

往往十分惊恐，视之为妖邪之物，一旦

发现就将其打碎。如宋代周煇的《清波

杂志》载：“饶州景德镇，大观间有窑

变，色红如朱砂。物反常为妖，窑户亟

碎之”。也正是古人对这种现象的不理

解，因此常常将窑变现象神化，夸大事

实。所以其有关的传说现在看来显得荒

诞不经。如“可器”这个故事中讲到在

烧制瓷碗的过程中，由于烧制失败竟然

将一批瓷碗烧成一张龙床，这显然是违

背事实的。这个故事有可能受到了清代

唐 铨 衡 《 文 房 肆 考 · 古 窑 器 考 》 的 启

发。该书载：“明诏景德镇烧屏风，变

其二为床、船”，讲的就是窑变之变形

成其他物件。尽管这些传说有迷信的成

分在里面，但实际上也反映了古人对陶

瓷烧制异象的迷惑与解读，是一种文化

现象。本书故事中所发生的窑变不仅有

变形，而且还有变色、变质的情况。因

此，虽然是小说，却富含陶瓷知识和文

化。“窑变观音”作为本书书名，给人

神秘感和想象，很有吸引力。这也可能

是 作 者 为 什 么 将 本 书 取 名 为 《 窑 变 观

音》的原因。

在没有正史和相关记录之前，口口相传

的传说和故事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史料。

《窑变观音》一书中所收录的正是这样

一些传说。它们或许看起来有些荒诞，

但在民间这种故事往往比所谓的正史更

易记住。如“琉璃瓦”讲述了如何寻找

和 恢 复 失 传 的 琉 璃 瓦 制 造 技 术 ； “ 可

器”讲述了安徽繁昌窑工受到压迫转移

到江西景德镇，从而开创一片陶瓷新天

地的故事。这个故事既说明烧瓷的艰辛

以及烧瓷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反映了古

代陶瓷技术的流传过程。“百圾碎”讲

[3]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女性制瓷家舒娇 以

及“百圾碎”这种制瓷技术传到景德镇

的故事。“文王鼎”讲述了明清时期瓷

器仿古之风。这些都是非常符合陶瓷历

史的故事。此外，书中大多数故事中都

讲到官窑管理，如景德镇的官窑，通常

由皇家派专人管理，而每个窑口也有自

己的一套管理体系。如掌控窑火的人叫

做“把庄”，通常就是一窑的首脑。这

也侧面说明在陶瓷烧制过程中火候掌握

的重要性。另外，在这些故事中还涉及

到 很 多 古 代 陶 瓷 技 术 术 语 ， 比 如 “ 溜

火”、“紧火”分别指缓缓地添柴和加

紧 快 烧 ； “ 爽 ” 是 指 瓷 器 没 有 烧 熟 ；

“软兜脚”是因火候太高，匣钵不能耐

火走软；“牵骡子”是指窑里的瓷器全

部 倒 塌 ； “ 马 口 ” 是 指 窑 口 前 面 的 位

置……这些专用术语通过生动的故事就

很容易被记住了。因此，传说虽然不是

最可靠的史料，但其中不乏有用的史料

信息。《窑变观音》虽然是一本小说，

但从陶瓷史的角度看，里面包含了大量

陶瓷史料信息。如陶瓷技术的产生和发

展、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陶瓷技术

和术语的记录、陶瓷作坊和官窑的管理

制度等等。通过生动活泼的民间故事传

说保存这些史料，往往更具生命力，流

传的也更加广泛和悠久。

除了承载了较多的历史信息之外，该书

还包含了大量的陶瓷风俗与文化信息。

如 “ 风 火 仙 ” 中 讲 的 是 景 德 镇 制 瓷 界

“风火仙师”童宾的故事。童宾本是明

代景德镇官窑一个制瓷工人，后来为了

反抗官府的压迫和完成任务舍身投火，

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融入陶瓷器中，终于

烧成釉色很好的大瓷缸，达到了官府的

要求，保全陶工的性命和生计。后人为

了纪念他，将他奉为“风火仙师”，为

他建了风火仙庙，每年不忘祭祀，一直

到如今。“白围裙”的故事则是讲的另

一位包扎瓷器工人（菱草工）为了向统

治者争取陶工的利益被迫害至死，菱草

工为了纪念他，在以后工作的时候一定

会 穿 上 白 围 裙 ， 并 且 形 成 这 样 一 种 习

俗，让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纪念这个人。

此外，如陶瓷技艺的“传媳不传女”、

陶瓷作为乐器使用以及跟陶瓷相关的爱

情传说等等都是宣扬陶瓷文化很好的故

事。

总之，《窑变观音》是一本面向大众、

宣扬我国陶瓷文化的好书。该书出版于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在那样一个

百废俱兴的特殊年代，作为国家重要文

化符号——陶瓷的历史与文化宣传是十

分必要的。该书内容参考了古籍和民间

传说，显示出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准。其

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描写，很

容易取得读者的共鸣。此外，由于作者

对景德镇陶瓷历史有着深厚的研究，加

之生活在景德镇，因此里面的故事多取

材或涉及景德镇陶瓷。该书所配的四副

插 图 ， 分 别 附 于 “ 风 火 仙 ” 、 “ 文 王

鼎”、“白围裙”、“击瓯楼”，插图

紧密结合故事情节，描绘形象，更加激

发读者的情感。但需要指出的是，书中

用较多的笔墨渲染了阶级的对立、仇恨

以及封建压迫。正如该书后记里面所述

言 ， 本 书 旨 在 赞 美 广 大 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反映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斗争。

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必苛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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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祖先诸多的光辉成就中，瓷器

是 独 创 的 发 明 之 一 。 从 新 石 器 时 代 算

起，已有七八千年的悠久历史。从瓷器

的造型到瓷器的装饰纹样的历程汇聚了

无 数 能 工 巧 匠 的 智 慧 才 创 造 了 各 种 纹

样 ， 内 容 题 材 之 广 泛 ， 构 成 变 化 之 多

样，质量之精，数量之繁多，及其显示

的精神气魄、一贯的传统风格和独特的

创造精神，在世界装饰艺术史上是杰出

的、罕见的。

陶瓷和玉器是纹样史上被运用的最早的

载体。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之瑰宝”

的釉下五彩陶瓷在我国瓷业发展的漫长

历史中虽属后起，至今两百余年历史，

却也于20世纪之初以来饮誉中外。据史

志 记 载 ， 醴 陵 东 汉 治 县 ， 自 雍 正 己 丑

（公元1729年）到光绪丙午（1905年）

的近一百八十年间，醴陵所有瓷业生产

户 均 只 能 烧 造 粗 瓷 ， 产 品 多 系 大 小 瓷

缤纷绚丽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从醴陵瓷业的纹样演变浅析醴陵瓷业的历史渊源以及发展现状

碗 ， 人 称 这 种 瓷 瓷 质 粗 糙 “ 与 陶 无

异 ” 。 瓷 业 公 司 成 立 后 ， 置 办 瓷 业 学

堂，吸纳中外名士来醴交流，培养瓷业

后备人才，引进江西技师和日本制瓷成

果，使醴陵生产出了细瓷，瓷质极优于

粗瓷。

粗瓷细瓷好比人才，彩绘图案则有如打

扮 ， 付 熊 湘 说 ： “ 三 分 人 才 ， 七 分 打

扮，瓷之良否，视釉明暗。”（《乡土

志》）。可见彩绘如何，对瓷质量至关

重要。

釉下彩有着悠久历史，釉下彩花开在瓷

釉下面，彩绘颜料在一千三百度以上的

高温才烧造成功，不含铅，镉等有害物

质，彩花看得见却摸不着，画面色彩从

一层透明的釉里面显露出来，显得晶莹

润泽，有如镜中花般光彩照人。我国考

古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离长沙五十华里

的 瓦 渣 坪 发 现 一 处 规 模 巨 大 的 古 窑 遗

址。因位于长沙附近，故定名长沙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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