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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

李 家洁

(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墓础上又研究了一些有价值的陶瓷标本
。

所得结果又一次充实和论证了作

者所总结的陶瓷工艺发展中的三个重大突破— 原料的选择和精制
,

炉窑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
,

釉的发现和使用— 以及从陶到瓷的三个阶段— 陶器
,

原始瓷器 (过渡阶段 )
,

瓷器
。

结合浙江 上虞地区最近发掘所得东汉及西晋几个瓷器标本的研究
,

指出这些瓷片已达到近代瓷器

的标准
,

因而我国在公元一到二世纪即已出现瓷器
,

最先烧造瓷器是在浙江地区
。

早在 19 6 0年
,

我们
` ” 曾对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出土的青釉器碎片进行 过研究

,

发

现早在2 6 0 0年前
,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即已掌握 12 0 0 oC 左右的高温
,

烧制出某些物理性能及胎

的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的青釉器
。

同时也指出
,

由于所用原料含有较高量的 IT O
Z

和 F e Z O : ,

因而胎呈灰色
,

薄层不透光
,

尚不能完全符合一般所承认的瓷的定义
。

后来又对安徽屯溪西

周墓出土的青釉器进行了研究
「 2 ’ ,

发现两地出土的青釉器有很多相似之处
。

近年来结合我

国陶瓷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

作者 〔 3 ’ 在我所过去进行的我国古陶瓷研究 的基础 上 “
、

“ “ ’ 7 ’ 又

补充了一些近年来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资料
,

较全面地总结了 自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
、

清近

7 0 0 0年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过程
,

根据百多个各个时期
、

各个地区陶器
、

原始瓷器
、

瓷器的

化学组成以及部分物理性能
、

工艺参数和显微结构的数据
,

指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

经过长

期实践
,

在制陶工艺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
,

他们又逐步提高认识
,

积累经验
。

在原料的

选择和精制
、

炉窑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
、

釉的发现和使用等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
。

于是

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
、

周时代即创造了原始瓷器
。

经过一个过渡时期
,

使原始瓷器的工艺更

为成熟
,

遂在三国魏
、

晋时期或更早一些的汉代完成由陶向瓷的过渡
,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

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

并进一步阐述了原料的选择和精制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内因根据
,

炉窑

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以及釉的发现和使用是外因条件
。

由此总结了由陶器经过原始瓷器

向瓷器过渡及其化学组成在组成分布图上的变化规律
。

并指出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F e Z
O

: ,

由陶器中含量为 6 % 以上
,

降到原始瓷的 3 % 左右
,

然后再降到瓷器的 1 % 左右
。

正是由于

F e Z O 。

含量的降低
,

才使烧成温度有提高的可能
。

作者在总结这些规律的基础上
,

提出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三个重大突破和我国陶瓷发展

的三个阶段
。

三大重大突破即是原料的选择和精制
,

炉窑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以及釉的

本文于 19 78 年 6 月 20 日曾在我国古陶瓷及窑炉学术会议上宣读
。

本文所用大量化学分析数据及矿物鉴定结果均由我所七室提供
, 一

参加本工作的尚有邓泽群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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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使用
。

三个阶段即是陶器
,

原始瓷器 ( 过渡阶段 ) 和瓷器
。

我国陶瓷的连绵不断和渊源流长的工艺发展史是世界上所罕见的
。

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就

显得十分必要和突出的重要
。

在中国硅酸盐学会
《 陶瓷史 》 编写办公室的组织下

,

在各省市

文管会和博物馆的支持下
,

特别是浙江省文管会和浙江省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供

研究用的标本
,

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
。

作者在本文内集中对商
、

周时期各地的原始瓷及浙江地区汉
、

晋时期的瓷器进行了重点探

讨
,

以便在积累更多数据的基础上论述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
。

作者 ` 3 ’

曾对一件编号为 J 4的

浙江上虞龙泉塘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釉双系罐腹部残片 (同时出土的有西晋元康七年的墓砖 )

进行 了研究
,

认为这个烧造年代不会晚于公元 29 7 年的瓷器无论在组成上
、

工艺上都已达到

极高的水平
。

它的组成除 F e Z O ,

和 IT O Z

的含量较高
,

分别为 2
.

72 %和 1
.

11 %
,

而使瓷胎呈

较深的灰白色外
,

已接近宋
、

元
、

明时期瓷器的组成
。

它的烧成温度已达 13 Oo0 C左右
,

这是

当时我们所测的原始瓷器的烧成温度最高的一个
,

吸水率为 0
.

4 2 %
,

显气孔率为0
.

92 %
。

釉

呈青灰色
,

厚薄均匀
,

胎釉结合好
,

无剥落现象
。

在光学显微镜下
,

可看到瓷胎里有发育较

好的莫来石晶体 ( 图 4
,

图版 10 )
,

石英颗粒较细
,

还可看到它的熔蚀边
。

有较多的玻璃

态
,

烧结程度较好
,

薄片 ( 0
.

5 毫米 ) 微透光
。

根据这些结果应该说它已初步达到近代瓷器

标堆
,

因而我国出现瓷器的确切年代应该早于西晋元康七年
。

作者又对一件编号为 H S 的浙江上虞小仙坛窑址出土的东汉越窑青釉斜方格印纹垂腹下

部残片进行了研究
。

发现这件瓷器较前面所说的 4J 西晋越窑青釉双系罐腹部残片在 各个方

面都有提高
。

在化学组成分布图上其组成点处于 J 4的下方更接近于瓷器的组成点
。

F e 2 0 。和

iT 0
2

的含量更低
,

分别为 1
.

64 % 和 0
.

9 7 %
,

是我们目前所分析的汉
、

晋时期青釉瓷器中含

铁
、

钦量最低的一个
。

烧成温度略高于 J 4为 13 10
O

C 士 2 0
。 ,

烧结程度更好
。

其显气孔率和吸

水率分别为 0
.

62 %和 0
.

2 8 %
,

也较 J 4 为小
。

釉呈青色
,

透明光亮
,

厚薄均匀
,

为石灰釉
。

胎釉结合好
,

无剥落现象
,

无纹片
。

这个瓷除 IT O
Z

含量较高
,

使瓷胎仍呈灰白色外
,

其余

均符合近代瓷的标堆
。

因而又把我国出现瓷器的年代提前若干年
。

更重要的是从东汉到西晋

这一
、

二百年间已出现两个不同地点出土的烧制水平很高的瓷器
,

说明已不是孤例而是这一

时期陶瓷工艺水平确已提高到相应的高度
。

正如制陶工艺发展到商
、

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瓷

器一样
,

到汉
、

晋时期
,

由于原始瓷器烧制工艺的发展就很 自然地出现了瓷器
。

这些都是陶

瓷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

一
、

实 验 部 分

本工作所用的商
、

周时期及汉
、

晋时期的标本共 1 6件
,

其中商
、

周时期的标本是 9 个省

市博物馆提供的
,

汉
、

晋时期的标本则集中在浙江
,

是浙江博物馆近年来在上虞县一带发掘

调查所得的极为珍贵的标本
。

这些标本的深人研究对讨论我国瓷器起源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

价值
。

1
.

胎
、

釉的化学分析及胎的组成分布图
- `

分析了 16 个标本的胎的化学组成
,

其结果列在表 1 中
。

根据前文
` ” 所建议的方法计算

的分子式列人图 1 中
。

其余组成点均是作者在前文
「” 所用的数据

。

为了避免组成点过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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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仇分子数

图 1 我国历代陶瓷胎化学组成分布图

. 一 两器
, X 一原始瓷

, 0 一瓷器 , R
二

0 , 一 F e : 0 3 、
T I O

Z、 C a o
、

M g o
、

K : O
、

N a : O
、

M n o
、

P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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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

中
,

模糊分辨
,

有些数据未能列入图 1
。

由于提供的标本一般都比较小
,

再加上釉层都较

薄
,

因而对釉层取样分析是比较困难的
。

我们只分析了少数几个样品
,

而且 还不能 作全分

析
,

其结果列在表 2 中
。

表中还列入江苏出土的四个标本的釉的成分以供参考
。

2
.

胎的烧成温度及其物理性能

凡是标本能取得供测试的足够大小的试样
,

我们都进行了烧成温度的测定
` “ ’ 。

并测定

了它们的显气孔率和吸水率
,

少数样品还进行了抗弯强度和膨胀系数的测定
,

其结果列在表

3
。

3
.

胎
、

釉的显微结构

重点进行了 H S 东汉越窑青釉印纹囊瓷片和 4J 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光学显微镜观察和 X

射线分析
。

图 2 ( 图版 9 ) 和图 3 ( 图版 9 ) 分别为 H S的胎
、

釉显微照片
。

图 4 ( 图版 10 )

为 J 4 的胎的显微照片
。

图 5
、

( 图版 10 ) 为 S h 16 晚商青灰色釉原始瓷片胎的显微照片
,

试样

均制成超薄光薄片进行观察
,

由我所磨片室提供
。

对 H S
、

J 4还进行了 X 射线分析
,

均发现有残留 。 石英和莫来石线条
。

在 J 4 中还发现有
“
方石英

,

这些结果和显微镜观察的结果是一致的
。

二
、

讨 论

1
.

本工作所用的标本是由北京等十个省市文管会和博物馆提供的
,

并在 1 9 7 7 年由 中国

硅酸盐学会召开的 “ 我国古陶瓷测试会议
”

上由 各省市 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鉴定选用的
,

一般说来在年代上 是比较可靠的
,

代表性也是比较理想的
。

浙江博物馆提供的 十余件标本

中即有三件是有纪年可证的标本
。

如 J 4 越窑双系罐腹片是在浙江上 虞龙泉塘西晋元康七年

( 公元29 7年 ) 纪年砖墓出土
。

J 6 越窑四系罐腹片 ( 图 6
,

图版 1 1 ) 是在浙江绍兴东晋太宁三

年 ( 公元 3 2 5 年 ) 纪年砖墓出土
。

N B I 越窑碗残片
〔 ” ( 化学分析未列入表 1 ) 是在浙江 瑞

安桐溪南朝梁大同八年 ( 公元 5 42 年 ) 纪年砖墓出土
。

这些标本都是非常难得的
。

特别是 4J

釉呈青灰色
,

较薄均匀
,

无光
,

胎釉结合好
。

胎呈较深灰白色均匀致密
,

不吸水
,

击之有铿

锵声
。

根据化学组成
、

烧成温度
、

胎釉显微结构等数据
,

作者 ` ” 认为这个标本已初步达到

近代瓷的标准
。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编号为 H 4 ` 3 ’
和 H S的两件东汉青釉印纹愚瓷片特别是 H S ( 图 7 ,

图

版 11 ) 釉青色透明
,

厚薄较均匀
,

无纹片
,

不剥落
。

胎灰 白色
,

致密
,

不吸水
,

击之有铿锵

声
,

断面均匀光滑不见气孔
,

是一件难得的标本
。

其余商
、

周时期的标本有些也是非常可贵的
,

如河南博物馆提供的 S h1 6 晚商青灰色釉

原始瓷片
。

釉呈青灰色有亮光
,

厚薄不匀
,

局部较厚
。

胎致密
,

灰白色
,

不吸水
。

其 F e 2 0 3

和 iT 0
2

的含量是 原始瓷中比较少的一个
,

组成点也是原始瓷中处于瓷器范围中的一个
,

可

惜标本太小
、

太少
,

不能作更多的研究
。

它和 Z h ll 浙江 肖山东周青灰色釉原始瓷片
,

艺h g

陕西扶风周原西周青灰釉原始瓷片
, z h s 北京房山西周青釉豆残片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标本

。

它们的釉虽然都未脱离原始瓷那种极薄
、

不均匀和易脱落的原始性
,

但由于胎 中 F e Z
O

3

和

iT 0 2

的含量都较少
,

而呈略带灰的 白色
。

由于试样关系未能测试它们的烧成温度
,

但估计

也不会太低
。

我们对商
、

周时期的原始瓷的认识还在逐步深人
,

各地的标本也在不断出土
。



硅 酸 盐 学 报 6卷 3期

我们期待着原始瓷方面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在不远将来都能有新的突破
,

为从陶到瓷补充

新的资料
。

2
.

这次所分析的 16个标本胎的组成点全部集中在图 1 的下部
。

毫无例外地反映了原料的

选择和精制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内因根据这一规律
。

汉
、

晋时期标本的组成点更是集中分布

在原始瓷和瓷器混处的区域
,

只是由于过于集中
,

尚有几个组成点无法描绘在图 1 中
。

已如

前述
,

这次有几个商
、

周时期标本 ( S h l 6
、

z h l l
、

Z h g
、

Z h s ) 的 F e Z
O

3

和 T IO Z

的含量都较

低
,

但总的趋势还是在 2 % ~ 3 % 之间
。

因而从化学组成来看
,

作者在前文
〔” 中所采用的化

学组成点的分析以及 F e :
0

3

含量减少的规律在这里又一次得到充实和证明
。

釉的化学分析虽不多
,

但可以肯定所有已分析的带有各种颜色和色调的釉都是石灰釉
,

而不是铅釉
,

其中微量 P b O是作为杂质引入的
。

釉的着色剂都是 F e Z O ,

和 IT O Z 。

商
、

周时期

标本的 C a O 含量都在 10 % 以下
,

F e Z
O

3

含量都较高
,

除作为着色剂外
,

兼作助熔剂
。

汉
、

晋时

期江
、

浙地区标本的 C a o 含量都超过 15 %
,

而 F e Z
O

,

的含量一般都在 2 %左右
。

待到南宋以

后浙江龙泉青釉的 C a O含量又降到 15 %以下
,

多数在 10 % 以下 t 7 ’ “ ’ ( 包括景德镇瓷釉 )
,

稍增

加了K
: 0 和 N a : O的含量

,

以适应烧成温度的提高
。

我国瓷釉中 C a o 含量的从低到高
,

然后

再从高到低形成我国瓷釉的特色
,

也表现我国瓷釉的发展规律
。

H S 东汉越窑青釉印纹悬瓷片中 F e 2 0 3

的含量为 1
.

6 4 %
,

是这一时期 我们所 分析的含

F e 2 0 。

最低的一个
。

H S的 F e Z
O

3

含量已较 M L I 明代龙泉青瓷为低
,

M L I 的 F e Z O 3

的含量为

1
.

71 % 「 3 ’ ,

但 M L I 的瓷胎则呈白色
,

而 H S 则呈灰 白色
。

这 主要是因为 H S 中含有 T j O
Z

0
.

97 写
,

而 M L I 中仅含 iT 0 2 0
.

19 %
。

这就是汉
、

晋时这一地区所产青瓷白度不高的真正原

因
。

3
.

H 5 的烧成温度已达 13 10 士 2 00 0
,

J 4 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烧成温度也达 13 0 0士 2 00 0
。

说明这时的高温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浙江博物馆最近在上虞调查发掘中发现在东汉时

期已较普遍采用龙窑烧成
。

因而达到 13 O 0 oC 以上的高温是完全可能的
。

由于 H S 的烧成温度高
,

因而瓷胎已烧结不吸水
,

它的显气孔率和吸水率分别为 0
.

62 %

和0
.

2 8 %
,

是我们所测的这一时期的瓷器的最低数据
,

甚至已较元
、

明时期的厚胎制品的显

气孔率
’ 吕 ’ 为小

。

从表 3还可看到 H S的抗弯强度 ( 6 个试样的平均值 ) 竟高达7 10 公斤 /厘米
2 ,

超过Z h1 0

浙江德清西周青灰釉原始瓷片的强度 ( 2 2 0公斤 /厘米
2

) 约 5 00 公斤 /厘米
’ 。

甚至也超过 C n

康熙厚胎五彩花瓤 ( 7 00 公斤 /厘米
’

) 和 C 12 康熙厚胎青花抓 ( 6 50 公斤 /厘米
’

) t s ’ 的 抗弯

强度
。

由于 H S 烧成温度高
,

透光性也较好
,

0
.

8毫米的薄片已可微透光
,

较 J 4 的透光性略好

( 0
.

5毫米微透光 )
。

4
.

重点进行了H S和 J 4的显微镜观察和 X 射线分析
。

从图 2 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
,

分布

也均匀
。

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
,

棱角均已园钝
。

说明烧成温度较高
。

长石残骸中发育较

好的莫来石到处可效 偶而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
。

玻璃态物质也较多
。

还有少量闭口气

孔
。

J 4 瓷胎的显微结构 ( 图 4 ) 与 H S基本上相同
。

这些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亦基本相

似
。

只是因为泥坯料处理欠精
,

在低倍显微镜下还可看到层状长形小气孔
。

X 射线所得结果

与显微镜观察基本一致
。

在这些胎的显微结构中也还可以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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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观察了 S h 6l 晚商青灰色釉原始瓷胎的显微结构 ( 图 5 )
。

它 的石英颗粒较大
,

棱角较尖锐
,

熔蚀较轻
。

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大的莫来石也可见到
。

还可看到较大的气孔
。

这

些可能说明它的烧成温度较低
。

从图 3 H S 东汉越窑青釉印纹罄瓷釉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
,

其它 结晶亦不多

见
,

釉泡大而少
,

这就是造成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
,

在显微镜下酷似一池清水
,

装点着几

个圆形孤 岛
。

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 自胎向釉生长而形成一个反应层
,

使得胎釉
, 结合较好

,

无剥釉现象
。

从釉的显微结构也反应这个瓷片的烧成温度是较高的
,

因而使得这

种釉无论在外观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原始瓷釉那种原始性
。

三
、

结 论

在百多个陶器
、

原始瓷
、

瓷器标本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

我们认为在商
、

周出现原始瓷器
,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
,

到了东汉使陶器通过原始瓷器完成了向瓷器的过渡
。

根据本工作对 H S东汉越窑青釉印纹悬瓷片的全面分析研究
,

结合 4J 西晋越窑青釉瓷片

的一些数据
,

我们认为这两个瓷片已达到瓷器的标准
,

因而我国在公元一到二世纪的东汉即

已出现瓷器
,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出现瓷器最早的国家
,

最先烧造的地方是在浙江地区
。

随着

我国各地区地下文物的不断出现
,

以及我国古陶瓷的考证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

上述我国

瓷器出现最早的时代和地区是不是最后的结论
,

则将接受伟大的未来的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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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 S东汉越窑青釉印纹基瓷胎显微照相

透光 5 7 8 x

图 3 H S东汉越窑青釉印纹基瓷釉显微照相

透光 5 7 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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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J 4西晋越窑青釉瓷胎显微照片

透光 5 7 8 X

图 5 s h 61晚商青灰色釉原始瓷胎显微照片

透光 5龙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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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J 浙江绍兴东晋墓出土越窑青釉堆瓷片 ( 公元 3 25 年 )

图 7 H S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青釉印纹基瓷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