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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瓷中钙系釉类型划分标准及其在瓷釉研究中的应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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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轻工业学院
,

陕西咸阳 )

摘 要

供助于草木灰 eS ge
r
式的统计特性

,

作者给出了钙系釉 (包括
:

钙釉
;
钙碱釉

;
碱钙釉 )的划分标准

。

同时
,

用此标准分析讨论了中国南北方钙系釉的演变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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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釉的分类基准是多种多样的
。

当以釉中

的主要熔剂氧化物种类作为划分釉类型的基

准时
,

中国古瓷釉基本可分为二大体 系
:

一

是铁系釉
,

二是钙系釉
。

铁系釉主要指的是黑

釉
,

F ez O
3

在熔剂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

钙系釉

主要包括青釉及白釉
,

其中钙釉及钙一碱釉

的主要熔剂是 C a o
,

不过钙釉的 C a O 含量较

高而已 ;
碱 一 钙釉的熔剂则以 K

:
O

,

N a Z
O 为

主
,

C a O 为辅
。

铁系釉与钙系釉是很易依其

化学组成及外观来区分的
。

但不同类型的钙

系釉则较难 区分
,

且至今尚无区分它们的统

一标准
。

根据 H
.

S e g e r 的研究
,

认为 0
.

3 K
:
O

·

。
.

7 C a O 是石灰釉的标准碱性成分 l[]
。

北村

一郎则将石灰釉的碱性成分范 围定为 0
.

巧

~ 0
.

5 7K N a O
,

0
.

0 1 ~ 0
.

0 7M g O
,

0
.

4 ~ 0
.

8 1

C a o 2[]
。

《硅酸盐辞典 》又以 C a O 的重量百分

数 为 8 作 为石 灰釉与石 灰 一 碱 釉的 分 界

线 3j[
。

而刘康时又在《陶瓷工艺原理 》中认为
,

C a O 的分子数为 0
.

7 ~ 0
.

8
,

甚至更多者为石

灰釉
。

同时又提出
,

若釉中 C a O 的重量百分

数小于 10 %
,

R Z
O 重量百分数大于 3%时

,

该

釉为石灰碱釉 [’]
。

由此可见
,

钙系釉的划分标

准是一项巫待研究解决的课题
。

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数据库储存的数百

个瓷釉的统计分析资料表明
,

钙系釉中 C a O

占总熔剂重量百分比在 70 ~ 99 %范围 内变

化
,

其均值为 90 %
。

由于这种釉并非都是由

石灰制得的
,

因而称其为钙釉
,

钙一碱釉和碱

一钙釉更为妥当
。

本工作的主要 目的就是要

讨论钙系釉中钙釉
,

钙一 碱釉以及碱 一 钙釉

的划分标准
。

由于中国古代青
、

白瓷釉都是钙

系釉
,

它的进步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古陶瓷的

工艺发展过程
。

因此为钙系釉建立一套划分

标准就不仅是名称问题
,

而是涉及到如何来

衡鼻中国古瓷釉的发展水平问题
。

2
.

草木灰釉式图

早期的青釉可能是由草木灰或石灰石等

富 C a O 原料
,

以及这些原料掺 以少量瓷石而

制得的
。

石灰石的 C a O 含量远较草木灰为

高
。

故若将由单一草木灰所制得的釉称为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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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
,

那么由单一石灰石所制得的釉也毫无疑

问地归属于 C a O 釉的行列
。

因此
,

可以草木

灰的釉式统计值作为划分钙釉的参照标准
。

釉式可用下式表示
:

列在表 1 中
。

表 1 木灰釉式系数 b 的统计特征值

R
Z
O

· e R
Z
O

3 ·

d RO
Z

R O

最最小值值 最大值值 平均值 b( ))) 标准差 ( s )))

000
.

7 555 0
.

9 999 0
.

8 999 0
.

0 6 555

其中
,

R
Z
O

,

RO 分别代表碱金属氧化物

(包括 K
2
0

、

N a 2
0 等 )和碱土金属 氧化物 (包

括 e a o
、

M g O ) ; R
Z
O

。 ,

R O
:

分别代表三价和

四价氧化物
。 a 、

b
、 C 和 d 分别是各类氧化物

当碱性氧化物 ( R
Z
O

,

RO )的摩尔数为 1 时的

系数
。

从文献〔5一 7〕分别选取草木灰样品 32 个
,

根据它们的化学组成
,

计算了每个样品釉式

的系数
a 和 b

,

将计算结果标绘在图 1 中
。

目目目目目目

--- 一 一~ 一一 一 aaaaa

一一

—
石一 忿sssss

护护护护

木木 灰灰 草 灰灰

经计算得知
,

釉式系数 b 的变化近似服

从正态分布
。

由正态分布的理论得知
,

b 值位

于区 间 ( b
一

25 ) 一 ( b + 2 5 ) 的 概 率 为 9 5
.

44 %闭
。

故若以 b一 25 一 0
.

76 作为钙釉的下

限可能是可以接受且比较合理的
。

另外
,

当釉

式系数
a ~ b一 0

.

5 时
,

釉中的碱金属 氧化物

与碱土金属氧化物的摩尔数正好相等
,

故 b

一 。
.

5 可作 为钙 一 碱釉与碱 一钙釉的分 界

线
。

因此
,

钙系釉可用以下标准予以划分
:

钙釉
:

b ) 。
.

76

钙一碱釉
: 0

.

76 > b ) 0
.

50

碱 一钙釉
: 。

,

50 > b

图 1
·

草木灰釉式 R O 分布图

3
.

不同类型钙系釉划分标准的讨论

草木灰是古代制釉所使用的原料之一
,

分草灰和木灰二种
。

一般草灰的 R
Z
O 含量较

高
,

而 RO 含量较低 8[J
。

R
Z
O 易溶于水

,

故用

草灰浆制釉的结果使得 引入到釉中的 R
Z
O

含量往往较草灰的测试值低
,

而釉中 R O 的

含量则较草灰的测试值为高
。

与之相反的是
,

由木灰所制得的釉的组成与木灰的测试组成

较为相近
。

木灰是草木灰的主要成分
,

且其资

源较草灰为丰富
,

常年都可被采用
,

是制釉的

主要原料
。

因此
,

以木灰釉式系数 b 的统计特

性作为划分钙系釉的参照标准更为适宜
。

计算木灰的釉式系数 b
,

其统计特征值

4
.

钙系釉划分标准与南北 方青
、

白瓷

釉

从中国古 陶瓷化学组成 数据库
〔 , 。〕中分

别选取南方与北方青釉和 白釉样品 2 47 和

97 个
,

计算每个样品釉式的系数
a 和 b

,

并将

计算结果分别标绘在图 2 和图 3 中
。

4
.

1 南方

从图 2 可见
,

除个别窑 口瓷釉外
,

大部分

南方青 、 白瓷釉的釉式系数 b 随时代的推移

而逐渐减小
,

伴随着瓷釉类型由钙釉~ 钙 、

碱釉~ 碱一钙釉的变化
。

这记录反映了人们

对 富 C a O 原料与富 K
Z
O

、

N a : O 原料制釉特

性的认识过程
。

宋代以前的瓷釉都位于钙釉的组成 区域

内
,

其釉的主要熔剂为 C a O
,

可能是由单一富

C a O 原料或配方 中引用较 多量的富 C a o 原

料而制得的
。

自宋代开始
,

釉中的 K
Z
O

,

N a : O

含量已有增加的趋势
。

如少部分德化白瓷
、

龙

泉黑胎青瓷以及约 50 %的龙泉白胎青瓷釉

的组成点都已位于钙 一碱釉的组成 区域 内
。

一 5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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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釉中富 K :
O

,

N a Z
O 瓷石用量的增加或

瓷石淘洗程度的提高
。

龙泉白胎青瓷釉的 b

均值为 0
.

77
,

已接近钙釉与钙 一碱釉的分界

线 0
.

76
,

远较宋代其它窑口 瓷釉的 b 均值为

低
。

说明宋代龙泉 白胎青瓷釉是南方最早大

规模制造的钙一碱釉
。

元代以后
,

以景德镇为

代表的瓷釉的釉式系数 b 不断减少
,

导致 了

明清时期碱一钙釉的出现
。

这些碱一钙釉的

釉式系数 b 基本与釉石的釉式系数 b 相等

(釉石的釉式 b 为 0
.

3~ 0
.

4 )
,

反映了此时釉

配方中釉石的引用量 已相 当高
,

甚至用单一

釉石也可能制成这种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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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瓷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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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代代 东汉汉 隋代代 宋代代 元代代 明代代 清代代代
至至至 至至 至至至至至至至

战战国国 南朝朝 五代代代代代代代

(一。已)O国

图 2 南方青
、

白瓷釉式 R O 变化图

4
.

2 北方

北方瓷釉的釉式系数 b 基本位于 0
.

7 ~

。
.

9 的范围内
,

似无南方瓷釉的变化规律
,

这

说明北方的制釉配方 (包括原料选用及配比 )

变化不大
。

但是
,

值得指出的是
,

早在隋代
,

北

方就已出现钙 一碱釉
,

远较南方同类轴的历

史为早
。

5
.

结论

南北方青
、

数 b 予以划分
:

钙釉
:

钙一碱釉
:

碱一钙釉
,

南北方青
、

白瓷釉的类型可 以其釉式 系

b ) 0
.

7 6

0
.

7 6 > b ) 0
.

0
.

5 0 > b

白瓷釉的釉式 b 随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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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方青
、

白瓷釉式 RO 变化图

推移而不断减少
,

伴随着瓷釉类型由钙釉 ~

钙一碱釉~ 碱一钙釉的变化
。

宋代的龙泉白

胎青瓷釉是南方最早大规模制造的钙 一碱

釉
。

北方瓷釉的釉式系数 b 似无南方瓷釉的

变化规律
,

大部分位于 0
.

7 ~ 0
.

9 的范围内
。

早在隋代
,

北方就已出现了钙一碱釉
,

它是 目

前所发现的最早钙一碱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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