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唐青花的起源
—从河南巩义窑出土唐青花塔形罐谈起

沈 伟

    【摘 要】  ：唐青花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种青花类型，随

着出土和发现数量的增多，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所重视。本文着重针对唐青花的起源问题，从社会历史、
地理以及外销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力图寻求唐青花出现
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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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唐青花的起源
    一从河南巩义窑出土唐青花塔形罐谈起

    沈 伟

墓地位于上街区峡窝镇西4公里的一块耕地中，西距巩    图2  郑州市上街区7号唐墓出土唐青花塔型罐
义市黄冶唐三彩遗址19公里，该地唐代属河南府。出土
的这两件塔形罐形状相同，高约为40厘米，由盖、罐、    关于 “青花”  这个概念，学术界目前存在的最大分
底座三部分组成，瓷胎为白色，器盖呈塔刹状。罐身装    歧是 “青花”  究竟是否存在釉上彩的说法？对于 “青花”
饰有 “刑”  字符号、牡丹纹、“步打球”  等图案。出土的    的定义，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青花瓷器是一种釉下
墓室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长3.26  ～3.34m，宽1  .76    彩瓷器且用钴蓝料进行装饰的。对于唐青花，有的学者
～2.02m，据此尺寸推断，墓主可能为社会地位比较低    给出的定义是 ：“唐青花瓷是我国古代巩县生产的以钴蓝
下的平民，但从随葬器物来看，却不符合当时的一般情况。    料为着色剂的高温釉下彩瓷器，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
根据墓葬发掘简报，本文作者从墓葬规模推测，墓主人    的名符其实的青花瓷器。”  然而根据欧阳世彬教授在1983
极有可能为一名幼儿，因其生前酷爱 “步打球”（  步打    年 《中国陶瓷》  上发表的一篇论及釉上青花问题的文章，
球，又称 “步打”，是一种徒步以杖击球的球类运动，类    文中明确表述，青花存在“釉上”这一现象。既然青花有“釉
似于今天的曲棍球，步打是从马球活动演变发展而来的，    上”  之实，那么把唐青花定义为 “釉下彩瓷器”  未免有
除了不骑马之外、跟马球运动大体相似）  这一游戏运动，    失偏颇。唐青花的概念必须以青花的定义为基准。因此，
父母便在其死后特意定制此塔形罐以寄托哀思。巩义窑    尽早地确立并统一青花的定义是有必要的。
的这二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至今未发现完整唐青    2  唐青花产生的原 因

花器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远远超过我们当    2.1  唐青花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前所了解到的唐代青花技术的发展程度。也提示我们重    唐青花是由唐代白瓷结合唐三彩孕育而生的，唐代
新对于唐青花起源问题作更深层次的探讨。    白瓷成熟的烧制工艺，使唐青花以其洁白的衬底映照出色
1  唐青花概念的提出     彩艳丽的效果，加之唐三彩以钴料用于着色剂，进而出现
    了早期的青花瓷器。青花之所以会在唐晚期出现，这无

—— ——  三教并行政策，绝不推行文化偏执主义，这样的一个政

  收稿日期：201 0一7—26    策基本为后世李家子孙所继承。武则天掌权后佛教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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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铜川出土黑釉塔形罐    南方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成为风靡当时的名

    为唐。唐三彩中的白釉蓝彩瓷器，有些学者称之为 “原

    图5  1  990年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    的比值高达4  ～16。而唐青花的钴料的测试数据与唐三
。    彩的蓝彩料相差无几，它们之间存在传承与借鉴的可能

  佛教影响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河南巩义窑出土    性也是不无道理的。此外，长沙窑的高温釉下彩绘技法
  的这座塔形罐，无疑是受到了当时佛教的影响。陶瓷也    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为唐青花的出现提
  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    供了技术支持。这些当是唐青花能够在巩义窑出现的必
.随葬品，具有佛教的特征。它的形制比较特别，整体甚高，    要条件。
  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    2.3唐代的中夕卜交流
  圆腹，平底 ；上部是一个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
  装饰 ；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着罐身，有些饰着莲    处，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
  瓣等纹饰。以三彩陶器为最常见。自唐以后出土的文物中，    这种渗透感染着中国的艺术，除了影响着文学、诗歌、
  大量出现了魂罐、净瓶、塔式罐等。陕西铜川也曾出土    音乐等非造型艺术之外，还大大地影响着古代建筑、雕
  过一件唐代耀州窑的黑釉塔式罐，和上街出土的这件 “唐    塑等造型艺术。文化上的碰撞并不单单只是一种文化向
  青花”  塔式罐相较，共性就是它们都是佛教与伊斯兰教    另一种文化的输出，而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交
  相与激荡的产物。     融。最晚到九世纪的后半期，我国陶瓷已有了中外交流。
  2.2唐青花产生的自然地理因素    唐代的中西交流十分频繁，沟通中西的路上丝绸之路和
    唐代的巩县有非常丰富的水利和矿产资源。巩县地    海上陶瓷之路特别兴旺。唐王朝素有 “江河帝国”  之称，
  处中原，北临黄河，境内除了有洛水贯穿之外，还有泅    水运较路运更加发达。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把唐王朝的
  河、罗水、洪河、白河等无数河流和山泉，山上有丰足    长安、洛阳、扬州三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盛产唐三
  的森林资源，还有极为丰富的瓷土和各种釉土矿。这无    彩的巩县正好位于大运河中部的东都洛阳附近，瓷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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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1 998年黑石号”  沉船打捞出的青花瓷盘  H：

船沿河南下就可达扬州，从此扬帆远航，远销世界各地。    2、唐青花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大进步。它

相当于中国晚唐时期的阿拉伯人伊本 ·胡尔达兹 卜曾经    的出现不仅有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还包括了经济的

在他的 《《道里邦国志》  里记述了航海贸易的起讫点 ：起始    刺激，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于红海，终止于瓦格瓦格 （  即日本）。当时中国正是通过    3、唐青花作为一种新兴的工艺品种，它是在白瓷的

这两条主要的对外交流渠道，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    普及、釉下彩绘的成功烧制的基础上，加上进 口的钴料

叶等等远输海外，从而换得象牙、珠宝、香料和其他珍宝。    应运而生的。通过目前国内外的出土发现，“唐青花是一

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所到之处，目前都发现了    种外销瓷”  一说本文作者认为有待商榷。

唐代瓷器的影子。现今不仅在朝鲜、日本发现了中国唐

代瓷器，而且在东南亚与巴基斯坦、印度、波斯湾沿岸、    参  考  文  献
埃及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均有大量的出土，足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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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aking compression—molding and extrusion—molding prOce8s tO prepare fOam ceramic，  The

material by COmpreSsion—mOlding haS better physiCal performance.  XRD  and SE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materialS in thiS 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qUipment Of eXtruSiOn—molding Can impOrt Fe impurity

WhiCh leadS tO the fOam UnifOrmity.  ThiS depreSS the bending Strength and make the sUrfaCe inequality.  But

the material by cOmpre8SiOn—mOlding dO not eXiSt abOve qUestiOn.

    【Keywords】  ：Foam ceramic，compression—m01ding，extrusion—m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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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Sh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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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bstract】  ：The Ceramic Arts and the Lacquer Painting ArCs are the modem arts with most Chine9e local

diStinguiShing featUreS，and frOm WhiCh We See the hiStOry and miSSiOn of the tW0.

    IKeywords】  ：the Ceramic Arts，the Lacquer Painting Arts，nature，innovation

  PRI  MARY TALK ON THE SOURCE OF BLUE AND W HI  TE l  N THE TANG DYNASTY

    — TALKl  NG FROM THE TOWER—SHAPE JAR l  N BLUE AND WHlTE

    BEI  NG UNEARTHED FROM GONGYl KI  LN l  N HENAN PROVI  NCE

    SnenWej

    IAbstract】  ：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a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typ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China.  AS mOre and mOre WareS Were unearthed，  more 9CholarS Cam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m.  ThiS paper mainly fOCUS 0n the tOpiC Of the origin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ang Dynasty.

ReSearch and di9CussiOn On SOCial，hiStOriCal，geOgraphical aspects will be uSed tO reVeal the real reason of the

 emergenc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ang DynaSty.

    【Keywords】  ：Gongyi kiln，tower—shape jar，blue and white in the Tang Dynasty，sou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