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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内容概要

《人间瓷话》的作者对中国的主要窑口和代表性瓷种都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这对初学陶瓷者很有帮
助，即使那些从事古陶瓷收藏的朋友也会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陶瓷器的文
化历史和艺术价值，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古陶瓷，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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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作者简介

钱汉东，浙江诸曁人，古陶瓷收藏鉴赏家。上海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总干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市青年教师语文学会会长。参加上海中学语文教材H版编写
工作。现为文新报业集团文汇出版社副编审。近年来在报刊开专栏撰写"集藏与欣赏"古陶瓷鉴赏文章
。出版《岁月留香》、《诗海采珠》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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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书籍目录

序言  陈香梅序言  陈燮君仰韶彩陶驰名中外感受河姆渡神奇的马家窑破译彩陶龙山黑陶举世一绝良渚
文化史前遗珍黑陶贯耳壶广富林遗址断想原始的印纹硬陶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东汉越窑四耳罐话说香
熏越窑晋瓷精美莹润法门寺品秘色瓷唐三彩骏马显辉煌洪州窑托盘三足炉雷峰地宫与瓷无缘类雪类银
的邢窑烽烟催生长沙窑宋影青香炉宋影青刻花碗宋建窑与斗茶风吉州临江窑宋吉州剪贴花瓷恬静素雅
的定窑仕女化妆粉盒古朴典雅的宋官窑精雕细刻的耀州窑宋瓷魁汝瓷哥窑纹片天下奇宋婺州窑壶南宋
龙泉窑香炉金代钧窑碗金磁州窑黑釉酒瓶辽三彩刻花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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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章节摘录

书摘    我国史前遗宝河姆渡实在是令人神往之地。新世纪第一年的"五一"长假，我随陈刚夫妇重访河
姆渡，欣赏那些让世界震惊的珍贵出土文物：一粒粒稻谷，一件件锅灶盆，一把把骨耜，一根根榫卯
木构件，一条条绳索，一块块苇编⋯⋯令人感慨万分。    河姆渡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北侧，南面
是绵延起伏、重嶂叠翠的四明山脉，一条碧波荡漾的姚江紧贴河姆渡缓缓东去，奔向大海。远古先民
就生活在依山傍水的环境中。记得两年前我是摆渡过去的，那次行色匆匆，未能细细品味。这次在王
凌浩馆长的陪同下重访河姆渡，我对河姆渡文化有了新的感受。河姆渡得名可能同宁波人称母亲为"阿
姆"有关，也许是母系社会留下的痕迹吧。这里曾隐居过夏黄公，汉初被吕后用计骗入宫中辅佐太子刘
恒的"商山四皓"之一，后因不满吕氏擅权隐居于此。渡口凉亭有一块乾隆51年立的"黄墓渡茶亭碑"记载
此事。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1973年6月在此修建翻水站，开掘水闸基坑，发现罕见动物骨骼
和陶器，于是长江文化有了新源头，这如同挖井而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一样巧合，河姆渡先民在这片湖
沼荒野上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明。看着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木建筑构件，我想起了"
安居乐业"这句成语。先民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地下水位高的特点，造出了杆栏式房屋，我相信"构木
为巢，以避群害"的传说并非杜撰。考古学家根据发掘的实物复原了一幢幢房屋，这房屋同云南的高脚
楼有异曲同工之妙。最让人吃惊的是，先民在青铜器还没有发明的情况下竟凿出了10余种榫卯木构件
，使这些不起眼的榫卯木构件当之无愧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榫卯的发明，实在是建筑史上的一
场革命，从此房屋便于用销钉固定，受力不会脱落，延长居住寿命。    安居后的先民开始从容不迫地
搞起农畜牧业，从事着艺术创造。最了不起的要数种植稻谷，听说刚出土时的稻谷还是黄亮的，民以
食为天，稻谷至今仍是人类的主食。有学者根据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当在120吨以上"
，伴随出土的代表农具骨耜达170余件之多。先民在这里撒下希望的种子，经过辛勤的耕耘，获得累累
的硕果，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为我国稻谷起源于长江流域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那
虽已炭化但粒粒完整的稻谷外形，几乎同现代稻谷没有什么不同，真让人由衷地感叹。    河姆渡陶器
大都为夹炭黑陶，烧成温度较低，胎骨疏松，器壁粗厚，造型不太规整。器具的装饰有比较紧密的绳
纹和刻花纹，也偶有一些塑成的动物纹，如有一件长方形钵的两侧都刻画有猪纹，有的盆还刻画类似
鱼藻纹和风鸟纹的图案等。器形以釜、罐为多，另外有杯、盘、钵、罐、盂、灶等。陶器在火焰低和
缺氧的还原火焰中烧制而成，火候在800-850℃之间。猪是江浙地区先民非常喜爱塑造的题材，遗址中
既有绘在陶器上的线刻猪图案，也有圆雕陶猪。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的陶猪就是一种
典型器，它高4．5厘米，长6．3厘米，泥质灰陶。头部肥大，嘴巴拱起，俯首，隆肩，腹部下垂，大
腹便便，几乎碰到地面，四肢粗短，作缓缓行走状，体态略显肥胖臃肿，犹如十月怀胎的老母猪，憨
态可掬。首躯和后躯的比例约一比一，后躯已接近一半，整体风格与古代的家猪相类似。英国学者李
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把"以猪作为牺牲"作为中国南方古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专家研
究认为猪是狗以后又一种被驯化的动物。    站在陈列馆内从距今5000年前的第一文化层到了000年前的
第四文化层面前，看着出土的黑陶和其他生产工具、原始艺木品，心想在漫漫2000年的历史中，这些
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文明进程是如此地缓慢，叫人不可思议。我看5000年前与7000年前的黑
陶相比差别不大，这种黑陶同我30年前淮北插队时用的红陶盆也差不多。我思索着其中的原因。从河
姆渡的自然环境而言，这里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树林茂密，气候宜人，动植物资源丰富。遗址出土
了61种动物，都为先人猎食后的丢弃物。高淀粉含量的植物如橡子、菱角、酸枣等都有实物遗留，可
见先人的食物品种较多，生存空间较大。从主观意识上分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
而食"的先民满足于平静的生活现状，大概是知足常乐吧。这种文化理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我常想，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但也可能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后人坐享其成，夜郎自
大，缺乏开拓精神，丧失斗志，导致落后挨打。    沪杭甬高速公路从河姆渡旁穿过，河姆渡的传人正
在奋起直追，创造更为辉煌的现代文明。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蛋壳黑陶高柄杯，它那别致典雅的
造型使人叹为观止。整件器物上部大敞口，侈沿，深腹，腹底圆缓平坦，下加细长的柄，柄中部凸起
一段作鼓腹状，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竖向细小镂孔，但仍显整齐而匀和，柄下端成圈足形座。通体磨
光，略泛光泽，轮制而成，火候较高，胎骨坚硬，不易渗水，造型灵巧，显得高贵大方。装饰简洁，
器壁极薄，厚仅0．2—0．3毫米，可比蛋壳，高达19．5厘米的器物重量却只有40克，还不到一两。由
此可知陶艺家在造型方面的修养已不同凡响。这既是实用器皿，又是陶制艺术品，极为罕见，在山东
日照出土，面对出自4000年前的精美陶器，人们只能发出由衷的赞叹。    ⋯⋯插图⋯⋯

Page 5



《人间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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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度                              陈香梅    我同钱汉东先生相识已十年有余了，他当过高中
语文教师，做过报社记者编辑，治学勤奋，为人谦和，办事认真。他曾多次采访过我，在我印象中是
位聪明能干，热情向上，发奋有为的年轻人，我们是忘年交。继《四季青作家丛书·岁月留香》之后
，他的又一新作、古陶瓷研究鉴赏专著《人间瓷话》即将付梓，邀我作序，我十分乐意。    中国古陶
瓷渊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创造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中华泱泱大国5000年文明史，有实物可考，每个炎黄子孙都为此
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自1980年应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邀请，代表里根总统访华以采，几
乎每年总要到祖国大陆各地走走看看，  目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因，归结于
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中原瓷金工匠们南下长沙避祸，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工艺，促进了长
沙窑的发展。作者还写出了自己收藏的甘苦，如《古瓷情结》、《觅宝吃药记》、《与古玩商斗智》
、《西北古玩市场一瞥》等文章，不是亲身经历是无法写出如此深切的感受的。    在《人间瓷话》中
，作者对中国的主要窑口和代表性瓷种都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这对初学陶瓷者很有帮助，即使那些
从事古陶瓷收藏的朋友也会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陶瓷器的文化历史和艺术
价值，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古陶瓷，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如《破译彩陶》一文分析了
彩陶上留有的先人的哲学理念——天圆地方；彩陶是仿生的产物；彩陶时期中国人已发明了原始毛笔
⋯⋯此书洋溢着人文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钱汉东君系上海博物馆之友，多年来积极参加上海博物馆
的活动，并努力撰文介绍上海博物馆的藏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国古代的陶瓷艺术。他还对做好博
物馆的工作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成为上博的朋友。    走进博物馆，走近古陶瓷，给他的生活工作带
来了快乐，同时还将这份快乐带给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是为序。                                            于上海博物馆                                           200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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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编辑推荐

哲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人的内心有了诗意，面对千百年前看似冷冰冰的器物，也
就会发现蕴藏于其中的诗意。汉东君《人间瓷话》的独特迷人之处，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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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瓷话》

精彩短评

1、这样标题的书籍居然有三种之多，这本书当资料用。@指尖的芭蕾舞
2、散文的文笔，配以精妙绝伦的图片，很美的一本书。。。
3、圣土与灵活的故事~~~喜欢，小小的东西不仅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一个个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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