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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
李国荣

好
书
速
递

认 识 古 代 建 筑 装 饰 之 美
楼庆西

《伦敦蒙难记》现代汉语全译本出版

序与跋

浙江图书馆新馆长高级研修班开班

逾三成港人过去一年没看书

本报讯 近日，由浙江图书

馆、浙江省图 书 馆 学 会 主 办 的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新馆长高级

研 修 班 在 浙 江 杭 州 开 班 ，来 自

全省各公共图书馆的领导班子

新 成 员 共 计 50 余 人 参 加 了 本

次研修班。

鉴于近年来浙江省各级公共

图书馆领导岗位变更较多，为让

新领导成员及时了解图书馆新知

识、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和先

进的管理经验，主办方特邀 6 位专

家学者到场授课。南开大学信息

资源管理系主任柯平从 6 个方面

讲解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论

与艺术”，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

焕文从提供免费服务的困难、原

因等方面和大家探讨了“公共图

书馆的免费服务”，江苏省江阴市

图书馆馆长陈蓉以江阴图书馆的

10 个案例和大家分享了做一个基

层图书馆馆长的心得，这些讲座

让学员们获益颇深，受到了大家

的好评。 （浙 图）

《民国经典国语课》

这是一套特别的书，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文章全部来源于20世

纪上半叶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蕴含了当时一批知名

学者和教育家的教育智慧和责任感。选编者从这上百套教材里

面精选了300多篇课文，编成了这套书，这些课文今天看来依然是

那么可爱和有趣。另一个特别之处还在于这套书的编写思路。

文章按照主题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前有一个阅读导语，这段导

语结合单元的主题设计成一个展现民国小学生生活的场景，其间

的语言风格也尽量贴近当时的用语习惯，这样就在阅读前先为孩

子提供了一个走进那个时代的通道，编者可谓极具匠心。

（闫苹 主编 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

《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

本书是学者王春瑜的历史随笔集，全书收录了作者在学术研

究之余所撰写的随笔精品百余篇，由“史海漫笔”“文史小考”两部

分组成，文章既有历史著作的严谨，又有小品雅文的趣味。王春

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

殊津贴，主要著作有《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看了明朝就明

白》、《明清史事沉思录》等。

（王春瑜 著 金城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天气》

贾平凹已很久没出散文集了，本书是贾平凹近三四年里所写

的散文，由其亲手选编，内容丰富，不仅袒露其所行所思、所爱所

痛，且篇篇可见其大情怀、大智慧，文字朴素而有韵味，老到精粹。

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

学习。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

品有《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等，其中《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

学奖，作品还多次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

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享乐主义手册》

一改以往堕落、奢靡等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享乐主义”在

本书中被作者解读为遵循内心的愉悦、享受休闲的乐趣、体验生命

极致的生活艺术。作者意在鼓励和帮助被忙碌的工作、发达的资

讯、追求成功的戒律所包围的现代人掌握早已丢失的休闲和幸福

艺术，享受快乐的人生。为此，作者回顾了“享乐主义”的历史，分

析了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则、观念给生活带来的束缚，列举了值得现

代人追寻的生活乐趣。

（［美］迈克尔·弗洛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窥视厕所》

大谈厕所，还写成文字，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作者不

但去窥视别人的厕所，也向读者“晒”了自家的厕所。作者“走访”

了48个名人家庭的厕所，包括美术家、音乐家、建筑师、棋手、赛车

手、文化评论家、探险家、演员……记录了这些人各自对厕所的理解

乃至有关的种种怪癖，还有对厕所的记忆。另外，作者还介绍了东西

方厕所的不同以及历史演变。尽管每家的厕所各不相同，但都与主人

的习惯、生活态度甚至职业有关。譬如作者自家厕所里，马桶边的墙

上有专为看书用的聚光灯，而放在厕所里的书通常都是作者积极向别

人推荐的书。作者妹尾河童，日本知名的舞台设计家和作家。

（［日］妹尾河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

出版）

《人小鬼大逛世界名校》

本书是一本深入探讨教育理念的作品，作者通过实地探访剑

桥、牛津、哈佛、麻省理工4所英美名校，体验名校的学习、生活的方方

面面。另外，这也是一本给孩子看的书，在手绘地图和小导游“弯弯”

的帮助下，小读者可以足不出户，来一次纸上游学。在每所大学中，弯

弯都会带着读者先逛一圈，走马观花之后再细细品味每所大学的特

色：剑桥的宁静与雅致、牛津的古典与现代、麻省理工的开放与自由、

哈佛的博学与深思。这些特色无不反映在每所大学的学习和日常

生活当中。弯弯会告诉你：剑桥大学的导师是怎么指导学生的，怎

样才能通过可怕的三脚凳考试，参加一年一度的舞会需要注意哪

些事项等。作者张晓扬是剑桥大学教育学硕士，目前致力于教育

事业，创办了儿童大学夏令营，受到家长和孩子的喜爱。

（张晓扬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出版）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

历史，宫殿建筑的宏伟、宗教寺

庙的神秘、陵墓的肃穆、文人园

林的宁静……这些不同的建筑

组成中国古代建筑多彩的画卷。

建筑也是一种造型艺术，但

它与绘画、雕塑不同，建筑的形

象必须在满足物质功能的前提

下，应用合适的材料与结构方式

组成其基本的造型。它不能像

绘画、雕塑那样用笔墨、油彩在

画布、纸张上任意涂抹；不能像

雕塑家那样对石料、木料、泥土

任意雕琢和塑造。它也不能像

绘画、雕塑那样绘制、塑造出具

体的人物、动植物、器物的形象

以及带有情节性的场景。建筑

只能应用它们的形象和组成的

环境表现出一种比较抽象的气

氛与感受，宏伟或平和、神秘或

亲切、肃穆或活泼、喧闹或寂静，

但是这种气氛与感受往往不能

满足要求。封建帝王要他们的

皇宫、皇陵、皇园不仅具有宏伟

的气氛，而且要表现出封建王朝

的一统天下、长治久安和帝王无

上的权力与威慑力。文人要自

己的宅园不仅有自然山水景观，

还要表现出超凡脱俗的意境。

佛寺道观不仅要有一个远离尘

世的环境，还要表现出佛国世界

的繁华与道教的天人合一境界。

住宅不仅要有宁静与私密性，而

且还要表现出宅主对福、禄、寿、

喜的人生祈望。而所有这些精神

上的要求只能通过建筑上的装饰

来表达。这里包括把建筑上的构

件加工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

建筑的色彩处理，以及把绘画、雕

塑用在建筑上等方法。在这里，

装饰成了建筑精神功能重要的

表现手段，装饰极大地增添了建

筑艺术的表现力。

中国古代建筑在长达数千

年的发展中，创造了无数辉煌的

宫殿、灿烂的寺庙、秀丽的园林

与千姿百态的住宅，而在这些建

筑的创造中，装饰无疑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这些装饰不仅形

式多样，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

涵，从而使装饰艺术成为中国古

代 建 筑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1998 年和 1999 年，我分别编著

了《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与《中国

建筑艺术全集·装修与装饰》，这

是两部介绍与论述中国古代建

筑装饰的专著，但前者所依据的

材料不够全，而后者文字仅 3 万

余字，所以论述都不够细致与全

面。2004年以后，又陆续编著了

《雕梁画栋》、《户牖之美》、《雕塑

之艺》、《千门万户》和《乡土建筑

装饰艺术》，但这些都局限于介

绍乡土建筑上的装饰。经过近

10 年的调查与收集，有关装饰

的实例见得比较多了，资料也比

以前丰富了，在这个基础上，现

在又编著了这部《中国古代建筑

装饰五书》。

介绍与论述中国古建筑的

装饰可以用多种分类的办法：一

是按装饰所在的部位，例如房屋

的结构梁架、屋顶、门与窗、墙

体、台基等，在这些部分可以说

无处不存在着装饰。另一种是

按装饰所用材料与技法区分，主

要有石雕、砖雕、木雕、泥灰塑、

琉璃、油漆彩绘等。现在的五书

是综合以上两种方法将装饰分

为五大部分：《雕梁画栋》论述房

屋木结构部分的装饰，包括柱

子、梁枋、柁墩、瓜柱、天花等部

分；《千门之美》论述各类门上的

装饰，包括城门、宫门、庙堂门、

宅第门、大门装饰等部分；《户牖

之艺》论述房屋门窗的装饰，包

括门窗发展、宫殿门窗、寺庙门

窗、住宅门窗、园林门窗、各类门

窗比较等部分；《砖雕石刻》论述

房屋砖、石部分的装饰，包括砖

石装饰内容及技法、屋顶的装

饰、墙体、栏杆与影壁、砖塔等部

分；《装饰之道》论述装饰的发展

与规律，包括装饰起源与发展、

装饰的表现手法以及装饰的民

族传统、地域特征与时代特征

等。

建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为了宣扬与普及优秀的民

族传统文化，本书的论述既不失

专业性又兼顾普及性，所以多以

建筑装饰实例为基础，综合分析

它们的形态和论述它们所表现

的人文内涵。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中国必然会出现文化建设

的高潮，各地的古代建筑文化越

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在新的

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中，各地区

又发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文物

建筑，作为建筑文化重要标志的

建筑装饰更加显露出多彩的面

貌，相比之下，这部书所介绍的只

是一个小部分，有的内容例如琉

璃、油漆彩画就没有包括进去。

10多年以前，我在《中国传统建筑

装饰》一书的后记里写道：“祖先

为我们留下了建筑装饰无比丰

富的遗产，我们有责任去发掘、

整理，并使之发扬光大。建筑装

饰美学也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

有兴味的工作，值得我们去继续

探讨。我愿与国内外学者共同

努力。”现在，我仍然抱着这种心

情继续努力学习和探索。

（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此文为《中国古代建筑装

饰五书》的序，有删节，题目为编

者所加，该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于 2011 年 4 月出版）

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其瓷器早在魏晋时期已很走俏，

远销各地。唐宋时期，景德镇瓷器

进入宫廷，备受皇帝喜爱。明清两

朝是当地瓷业的黄金时期，朝廷在

此正式设立官窑，汇集优秀瓷匠，

垄断优质的制瓷原料，烧造出巨

量至精至美的御用瓷器，景德镇

从此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

大量的清宫瓷器档案，透过这些

皇宫秘档，可从几个侧面了解到景

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背后的隐秘。

异彩纷呈的清宫瓷

官窑是相对民窑而言的。民

窑是为平民百姓烧制日常生活用

瓷的窑厂，官窑则指专门为宫廷

制造御用瓷器的皇家御窑厂。景

德镇原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年间，

这里的瓷器得到宋真宗的赏识，

于是用他的年号来重新命名。明

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皇家指定的

瓷器烧制厂，而且是这 500 年间唯

一的御用瓷器定点窑址。顺治十

一年（1654 年），清廷正式设立景

德镇官窑。经康雍乾三朝皇帝的

扶植，这里达到空前的繁荣。

康熙帝十分注意学习和吸收

中原文化，他和后妃们放下满族

传统的粗瓷大碗，爱上了细腻考

究的官窑瓷器。康熙时的青花瓷

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

亮，而 且 展 现 的 画 面 极 富 层 次。

康熙五彩瓷色彩瑰丽丰富，画工

考究精妙。此时外国传教士不断

进入宫廷供职，法国传教士带来

的珐琅画深深吸引了康熙帝。他

决定将珐琅技术用到瓷器上，康

熙五十年（1711 年），珐琅瓷烧造

成功。此后，景德镇官窑又将珐

琅技术逐渐运用到五彩瓷中，形

成了独树一帜的粉彩瓷。

雍正时景德镇官窑烧制珐琅

瓷、粉彩瓷的技艺日臻成熟，色泽粉

润、装饰秀逸，显得柔丽高雅。这一

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

样，成瓷后再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

粉彩瓷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

乾隆帝好大喜功、爱摆阔，景

德镇官窑在乾隆朝为满足宫廷的

特殊需要，烧瓷技术进一步提升，

留下了珍贵的瓷器精品。这一时

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细腻，色彩至

为华艳。各式各样的镂雕瓷是一大

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

罩外，更有双层透雕的转心瓶、转颈

瓶等，其构造之严密、构思之奇妙，

令人叹为观止。乾隆时期还流行仿

生瓷，仿照动植物、特别是瓜果形态

的瓷器，无不惟妙惟肖，到了几乎可

以乱真的地步。之后的清代六朝，

景德镇官窑水平逐渐下滑，比较起

来光绪时的瓷器在清后期算是较

为精良的。

景德镇官窑每年运到京师的

瓷器成千上万，这么多的瓷器，当

然并不是皇帝一个人享用。宫中

簿册记载，这些瓷器有的直接搬进

御膳房、御茶房，有的分配到紫禁城

的各个宫殿陈设摆放，还有大量向

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这些

皇家宫苑以及太庙、陵寝等分派，更

有不少由皇帝拿来赏赐皇子皇孙以

及文武百官。清朝皇帝还经常把瓷

器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各国，比如康

熙帝送给法王路易十四、乾隆帝送

给英王乔治、慈禧太后送给美国

使臣和日本皇后的礼品中，都有

大量珍贵的瓷器。

皇帝亲自改画样

御用瓷器非常讲究式样，景

德镇官窑烧造的大部分瓷器由承

办皇宫御用器物的内务府造办处

出样。这些瓷样都是根据皇帝的

旨意由宫廷画师绘制的，叫画样，

有的还做成形象逼真的木样、漆

样 。 官 窑 接 到 宫 里 送 来 的 图 样

后，严格依照式样烧制。有时内

务府直接将清宫旧藏瓷器发往景

德镇，叫官窑仿照已有成品式样烧

造。另外，景德镇瓷匠有时也会设

计出新的花色品种进呈皇帝。

清朝皇帝对官窑瓷器十分重

视，常常直接指导和修改瓷器画

样，在雍正、乾隆时的宫廷生活档

案中，这样的事经常见到。这里

我们透过几个例子，来看看雍正帝

对瓷器画样的要求是何等细致乃至

苛刻。其一，雍正十年（1732年）五

月二十四日传旨：“藤萝花，再画珐

琅器皿时，不必画此花样。”其二，雍

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青山

水茶园、酒园俱好，再画些。”其三，

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初十日传

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

太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 画 的 糊

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

一年烧造多少，花银多少

景德镇官窑每年要为皇帝烧

造多少瓷器？督窑官唐英在雍正

十三年（1735年）曾奏报，每年秋冬

两季向皇宫上交瓷器总共 600 余

桶，其中盘、碗、碟等圆形瓷器1.7万

件左右，瓶、坛、尊等雕琢瓷器2000

余件。乾隆六年（1741年）的统计数

字显示，这年共烧过瓷器胚胎 4 万

多件。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

义，一年只烧造几百件。同治七年

（1868 年），景德镇官窑为同治帝

大婚烧制瓷器 120 桶，计 7294 件。

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的开销

账目是十分清晰的。从现存档案

看，自乾隆年间到宣统二年（1910

年），基本上每年都有各种清册进

呈内务府，银两数目极为详细，大

到本年烧造瓷器所用的银数，小

到捆扎瓷器稻草的花费，每笔开

销都记载详尽。奏销账目中若差

分毫，都要由督窑官赔补。

那么，景德镇官窑一年要花

多少银子？清宫档案记载，康乾

时期每年烧瓷用银的限额是 1 万

两。晚清虽是内忧外患，国库空

虚，但慈禧太后为了个人的享受

和挥霍，却是大把大把地向窑坑

里扔银子。她五十大寿时烧制瓷

器用银 1.5 万两；七十大寿时，烧

瓷又耗银 3.85 万两。

官窑瓷器的
损坏赔补和次品处理

瓷器在烧造过程中，不可避

免 地 会 有 损 坏 。 乾 隆 十 二 年

（1747 年），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

允禄在奏折里说，按以往定例，烧

造瓷器损坏三成以上，要由督窑

官 赔 补 ，三 成 以 下 的 不 追 究 责

任。他认为这个规定太宽，经他

奏请，从这一年开始，改为瓷器烧

造损坏两成以上就要赔补。

以往有一种说法，官窑烧造

出 来 的 次 等 瓷 器 ，都 砸 碎 销 毁

了。实际情况怎样呢？明代中期

以前确实如此，官窑稍差些的瓷

器，皇帝不想用，别人也不能用，

都砸碎销毁了，所以后来在景德

镇的窑址附近能发现埋有成堆的

明代官窑瓷片。但从明朝中期之

后，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就

不砸了，而是进行变卖。

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督窑

官唐英在向皇宫上交1.9万余件上等

瓷器的同时，还有7万多件落选的次等

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师，“以备赏用”。庄亲

王允禄在奏折里说，次色瓷器虽有瑕

疵，但在民间也算是上好的美器，因

此按惯例变价处理。乾隆六年以

前，景德镇官窑的次等瓷器都要送

到京师，或是皇帝用来赏赐，或由内

务府的瓷库变卖处理。由于把几百

桶的瓷器运到京师还要花一大笔

包装费、运输费，乾隆六年以后，

次等瓷器就在景德镇当地直接处

理了。但不管在哪里变卖，这笔钱

都要落入皇帝的腰包，交到内务府

的银库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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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静）孙中山

流亡英国时所写的纪实散文《伦

敦蒙难记》，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推出了第一个完备的现代

汉语全译本，该书全面还原了孙

中山在伦敦被绑架的历史细节。

1896 年，孙中山流亡英国时

曾遭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阴谋绑

架，险遭杀害；后经孙中山在香港

西医书院学习时的英国老师康德

黎等人的全力营救，终于脱险获

得释放。孙中山获释后即写了一

篇蒙难经历的自述，这就是《伦敦

蒙难记》。这是孙中山唯一的纪

实散文著作，曾轰动欧美，为辛亥

革命埋下了海外第一颗火种。

由于孙中山这篇回忆文章当

时面 对 的 是 英 国 以 及 欧 洲 的 读

者，所以是用英文写成，以后他

自己也没有译成中文。现在收

入《孙 中 山 全 集》的 中 文译本是

民国元年（1912 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一个做了大量删节的文本，

并且是用文言文书写的，许多地

方未能准确地表达出孙中山原著

的意思。

此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推出的这个版本是根据台湾 1973

年版《国父全集》第五册“英语著

述卷”所刊原著翻译的，编者还对

原著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组织等

相关内容做了详细的注解，这是

《孙中山全集》译本或其他刊本所

不具备的。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张雅

诗）香港政团民建联近日公布的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逾 30%的香

港市民在过去一年没看过书，反

映 出 香 港 阅 读 风 气有待进一步

推动。

香港民建联在 6 月底至 7 月

初期间访问了 640 多名 18 岁以上

香港市民，以了解港人的阅读习

惯。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没有

看过一本书的受访者占 35.6%，与

去年的调查相比增加了 5%，反映

香港阅读风气倒退。港人减少阅

读 的 原 因 包 括“ 没 时 间 ”，约 占

30%；选择参与“其他娱乐活动”，

占 25%；18%指“书价太贵”。

调查还发现，34.5%的受访者

拥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电子

产品，但当中 76.1%表示在过去一

年从未使用相关产品阅读电子

书，显示阅读电子书或网上阅读

的风气在港并未盛行。

此外，约 40%的受访者认为

本地公共图书馆未能满足其读书

需要，应增加图书种类及延长开

放时间；近 40%的人认为每年一

度的香港书展未能推动香港的阅

读风气。

民建联民 政 事 务 发 言 人 表

示，有关方面可在学校、老人中

心、社 区 中 心 等 不 同 层 面 推 广

阅 读 奖 励 计 划 ，并 定 期 举 行 交

流活动和表扬优秀阅读者，以鼓

励 市 民 培 养 终 生 阅 读 的 习 惯 。

另外，建议延长公共图书馆开放

时间和全面取消休馆日，引入更

多图书品种，以提升图书馆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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