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0 *.1234,4564789'/,:;<1

-./07
!"#$%&'()*+,-./01234

嘉万青花

回青为色 意必吉祥

永宣!成弘!嘉万时期"明代的青

花瓷器经历了由浓艳!疏淡"又到浓艳

的变化过程# 在明代晚期"官窑和民窑

生产的青花瓷的风格都是热烈浓艳

的$ 清朝嘉庆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

说"嘉靖的瓷器是'制作益考"无物不

有($ 这说明嘉靖时期瓷器的样式很

多$ 在嘉靖时" 青花制作开始使用回

青"回青的颜色是一种青金蓝色"也叫

佛头青" 即鎏金造像中佛头发髻的颜

色$ %陶说&里记载)'嘉靖尚浓"回青之

色幽菁可爱$ (

嘉靖的瓷器受道教影响很大"嘉

靖是因为正德无后"才临时继承大统"

他继位之前生活在湖北" 道教起源地

武当山就位于湖北" 嘉靖因此深受道

教影响$ 嘉靖后期为了追求长生不死"

频繁服用丹药$ 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器

上的八卦符号!云鹤!葫芦"纹饰中的

八仙纹 !回纹 !八卦纹 !云鹤纹 !灵芝

纹"造型中的葫芦瓶!香炉等等都跟道

教相关$

嘉靖的官窑产品也打破了传统的

制式规定" 瓷器的装饰开始追求言必

有意"意必吉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万寿清平! 五谷丰登等字样直接书写

在瓷器上$

隆庆浓艳 人像独特

嘉靖后"隆庆登基$ 因为'隆庆开

关(政策的施行"晚明迎来了史上第二

次收藏热$ 隆庆时期的青花颜色最为

浓艳"蓝得发紫"颜色异常漂亮"在嘉

靖!隆庆!万历三朝瓷器里"实属鹤立

鸡群$ 隆庆瓷器上画的人物"有一个典

型特征"就是长腰"将人的腰部画得特

别长"瓷器上一般将人画成半蹲状"这

种姿态会显得腰部很长$ 隆庆瓷器署

款是'大明隆庆年造($ 一般来说瓷器

署款都写某某年制" 而唯独隆庆一朝

异于常理$

装饰繁缛 远销海外

万历在位
!"

年"是明朝在位时间

最长的皇帝$ 万历登基时尚年幼"每天

被安排了大量的课业"每年只有大寒!

大暑两天休息" 兼内有严母" 外有严

师"督导过严"使万历皇帝产生逆反心

理"几十年没有上朝$ 万历瓷器的典型

特征是装饰繁缛"密不透风$ 瓷器上的

画没有主题"如果画花鸟"整个瓷器上

就全为花鸟"满满当当不留空隙$ 这种

密不透风的做法跟万历年幼时繁重的

课业安排非常相似" 同时这种繁缛的

瓷器风格也受到了欧洲同时期洛可可

式装饰过于繁缛的影响$ 万历的一些

瓷器中" 还出现了雕镂技术" 即用雕

刻!贴塑等方式使瓷器显得更为丰满$

使用开光装饰方法的万历瓷器在欧洲

非常流行"经常采用来样加工的方式"

由西方人指定主题图案" 多是欧洲风

情的图案"由中国人制造"并大量销往

欧洲$ 所谓开光" 就是在无主题图案

中"用轮廓线开出一个框来"画上主题

图案得以突出主题$

#$

世纪初期"荷兰

人截获了一条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

荷兰人登船后" 发现船上载满了中国

瓷器" 这些瓷器使用的都是开光这种

装饰方法"是专门制作的外销瓷器$ 此

后"西方人就把开光瓷器称为'克拉克

瓷($ 开光这种装饰方法开始于宋元"

流行于万历$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青花瓷"主

要是景德镇的产品" 当时万历年间的

王世懋的%二酉委谈&中记载景德镇烧

造瓷器时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寐"戏

呼之'四时雷电镇($ 明朝瓷器的第二

次高峰就在嘉万年间"其数量"其千变

万化的造型"以及醒目的蓝色"贴近生

活的装饰"让人爱不释手$ 晚明时期正

是国际海洋贸易大发展的时期" 欧洲

各国都建立了海外运输公司" 对外贸

易频繁" 这促进了晚明青花瓷器的烧

造"样式上花样翻新"功能上既有符合

国内市场的产品" 也有符合国外需求

的产品$ 相较于永宣瓷器的艺术特性

明确"晚明瓷器的商品特性更加明确"

这就是晚明瓷器的魅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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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青花
雍正青花 拘谨规范

康熙青花呈现出一种自由开放的

势态"而雍正的青花风格突变"变得规

范起来$ 原因可能有二)第一"雍正的

吏治最为严苛" 举国上下大规模查处

贪污腐败" 亏空钱粮" 假公济私等行

为$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就雷厉风行地

连续颁发了
##

道御旨" 进行了整顿$

%清史稿&中记载)'雍正初"整理度支"

收入颇增$ ( 康熙晚年" 国库有库银

$%%

万两"到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时"

已经增加到
&%%%

多万两$雍正是清代

最为勤勉的皇帝"在位期间"不巡幸"

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 艺术表

现与当时政治氛围有关" 雍正是比较

呆板的人"所以他的官窑瓷器拘谨!规

范$第二"风格突变也与雍正的艺术修

养有关$ 雍正喜欢宋代瓷器那种内敛

的美" 而不大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

器$

御窑厂到雍正时期" 建制非常完

备$ 雍正在雍正元年就对瓷器做出御

批$ 雍正对明朝瓷器知之甚详"在他看

来永宣青花代表了明朝青花的最高水

平" 所以下旨烧造仿永宣青花风格的

瓷器$ 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一

些被视为永宣青花的瓷器" 有可能是

雍正时期仿造的$

雍正青花中另外一部分就是淡描

青花$ 雍正淡描青花受到了万历'铁线

描(的影响$ '铁线描("就是用一道接

一道的细线大面积勾画来代替平涂"

这种方法最初目的是为了节省颜料$

后来"形成了一种风格$ 雍正淡描青花

追求的是雅致的艺术效果$

赏瓶"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本名

玉堂春瓶"后简称为赏瓶$ %清档*雍正

记事杂录&中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

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 (雍正时期

的赏瓶" 目前全国只有一例带有雍正

纪年款$ 雍正之后的赏瓶"因为大规模

生产"保留到今日的也非常多$ 赏瓶选

青花"以表清廉"上画缠枝莲"也是为

表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

是警示$

工艺娴熟 趋于中庸

乾隆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 其晚

年时"还召开了'千叟宴("全国各地
$%

岁以上+有功绩的老人"都可以赴宴$

乾隆给赴宴的老人每人发了一个御赐

养老牌"十两白银$ 乾隆对老年人的态

度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富庶!安定$

乾隆时期"瓷器的烧造工艺达到

了工艺上的高峰$ 唐英在%陶成纪事

碑 &上记载了其督陶期间 "共仿古创

新
&$

种$ 到了乾隆时期"青花瓷器的

烧造变成了一种熟练的制作"因此工

艺越发娴熟"颜色也越发中庸$ 乾隆

的六方大瓶" 虽然工艺上有难度"但

是在乾隆年间还是得以大量生产"现

如今"在国内外的收藏界也经常会出

现$

康乾时期的青花瓷器"由仿古到

创新" 后来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

规中矩"工艺熟练$ 这个时期的官窑

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 " 所有的式

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很多瓷

器作品都是皇帝直接过问的"因而质

量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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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话青花
崇祯笔筒 精美清丽

天启!崇祯时期的瓷器"由于政局

动荡"品种较为单一"以青花为主"间

或有少量的五彩和单色釉$ 这时"宫廷

对瓷器的烧造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态

度" 因此民窑的青花就开始蓬勃地发

展$ 主要表现在民窑青花对质量的追

求" 摆脱了嘉万以来繁缛的密不透风

风格"而走向了清丽!舒朗的风格$ 这

奠定了康熙青花瓷的风格基础$

笔筒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得最

晚"因为使用过的毛笔一定要悬挂"如

果倒置"一则会让笔尖散开"不便于下

次书写"一则会将水倒灌至笔杆里"使

竹笔管胀开$ 所以笔筒的装饰意义大

于其实用意义$ 直至晚明的屠隆在%文

具雅编&中才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一词"

因此" 可借此推论笔筒出现于明朝那

段时期$ 然而到崇祯时期"大量烧造瓷

笔筒成为风气" 其中烧制出了很多胎

薄!精美的上品青花笔筒$

不过" 大部分近代收藏家! 研究

者"对崇祯青花一直抱有误解"认为崇

祯青花粗糙$ 另外"崇祯青花写款用干

支款"不写崇祯几年"这使得不少研究

者袖手不前$ 直到
'%

年前"研究崇祯

时期的青花瓷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

重现了当时青花的面貌$

一身三现 江山一统

清朝入关后" 御窑厂大约在顺治

八年时开始恢复生产$ 这时对瓷器烧

造的要求非常低" 所以当时的瓷器大

部分保留着明朝的特征" 因此叫过渡

期$ 顺治瓷器上对龙的绘法很特殊"叫

'一身三现("即画龙时"先画龙头"只

画一段龙身"再画一段龙尾"中间用云

彩填满"好像龙在云彩里三次现身"若

隐若现$ 除了一身三现" 也有一身五

现!一身七现!一身九现的画法$

顺治时期流行的瓷器造型叫筒

瓶$ 筒瓶出现在明朝"但是清政府赋予

了它一个社会学含义的名字"叫'大清

天下一统("所以筒瓶在清朝时非常受

欢迎$ 清朝的筒瓶并不是上下一般粗

的直筒"而是在瓶口处有收口$

刀马人瓷 流落海外

康熙皇帝
"

岁登基"

#(

岁亲政"善

于政事"在瓷器生产方面"他也治理得

井井有条$ 康熙早期"青花瓷是不分官

窑!民窑的"康熙后期"青花瓷的烧制

逐渐形成定式" 官窑必须按照制式烧

造$ 比如"龙凤纹该如何画"大小怎样"

基本上都有定式$

康熙二十几年时" 康熙亲自颁发

圣旨让官窑画%耕织图&!%棉花图&$ 意

图促进生产"鼓励百姓安居乐业
)

男耕

女织$ 康熙时期的瓷器上画刀马人物"

战争场面也是非常流行的"俗称'刀马

人("这种瓷器上画的战争场面多出自

%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方人很喜欢

画有马刀人的瓷器$ 原因有二)第一"

对题材的认同" 十六七世纪的欧洲也

处于战争阶段" 骑马征战这种场面引

起了其心理上的共鸣$ 第二"对工艺的

认知$ 由于受徽派版画的影响"康熙瓷

器的画面精致"场面宏大"笔法潇洒"

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康熙的刀马人物

瓷器"很多都流落海外"在国内非常少

见$

康青独步 文化融合

从技术上讲" 康熙时的青花瓷器

是最蓝的"叫翠毛蓝"颜色清丽$ 虽然

同样是青花" 但是康熙青花色可以分

出层次"%陶雅&中记载)'其青花一色"

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至七色!

九色之多$ 娇翠欲滴$ (所以康熙的青

花被认为是清朝最好的青花$

康熙时的瓷器烧造对胎土的要求

很高"所以它很重"釉面坚硬"紧皮亮

釉$ 康熙早期时"瓷器上很少写款"因

为康熙认为写款后" 一旦瓷器打碎了

很不吉利$ 所以"康熙时期的很多瓷器

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既写寄托款"如)

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

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等$

康熙本人写得一手非常好的汉

字 "尤其喜欢董其昌的字 "董其昌是

当时江南的精神领袖"可以说康熙写

董字也是为平息文化冲突 $ 康熙中

期 "他开始大量书写汉字 "如 %赤壁

赋 &! %醉翁亭记 &! %圣主得贤臣颂 &

等 " 这同样是出于笼络汉族知识分

子"从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 如今"

写有%圣主得贤臣颂&的青花笔筒"已

是价值百万$

康熙瓷器的纹饰受到了当时社会

风气的影响" 所以上面画的所有动物

的形态都是生机勃勃的$ 比如"麒麟从

晚明到康熙" 其姿态发生了由卧到站

的变化$ 因为康熙时候"整个国家蒸蒸

日上"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最

有力量的$

过渡期的瓷器" 在思想上比较自

由!解放$ 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万历

时画的鸟头向前" 挥舞翅膀" 临终奔

命$ 天启!崇祯时"鸟作自由飞翔状"上

下左右翻舞"有点彻底解脱的意味$ 到

顺治时期"鸟作回头状"也有落在枯枝

上的"寻到了安家落脚的地方$ 再到康

熙时期"鸟形肥硕"一副养尊处优"贪

图安逸的样子$

从永宣到嘉万，瓷器的风格重新回归到浓艳、热烈，但是这种风格与永

宣时期相比仍有不同。嘉靖皇帝的荒唐举动对当时的瓷器烧造有着怎样的

影响?隆庆一朝只有短短6年时间，但它却为后世留下了风格鲜明的瓷器。

随后的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又对当时的瓷器生产造成怎样不同寻常的

影响呢?

雍正时期的瓷器风格突然发生了巨变，这与雍正本人的行事作风及艺

术修养有着何种关系?根据史料记载，康熙晚期到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的

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与当时的瓷器

生产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明朝崇祯之前，青花瓷秉承传统的风格技艺，以制作精美著称，独步当

世。崇祯之后，明亡清兴，康熙凭借文治武功缔造了清初盛世，而康熙青花

更是自问世以来就成为收藏界的珍品，时至今日更是价值连城。明亡清兴，

崇祯青花身处两个朝代之间，果真是青花瓷艺术两个高峰间的低谷吗?在历

史烟云中，青花瓷完成了从明末到清初的顺利过渡。青花瓷器上描绘的小

鸟图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原本卧倒的走兽麒麟图

案，却在康熙青花上变成站立的造型。康熙青花在瓷器纹饰上的改变，究竟

受到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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