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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青瓷的美学品格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

期，无论在釉色、造型和装饰方面，都以其

独特的艺术品位著称于世，为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宋代陶瓷尤以青

瓷最具代表性，它的美学特征和艺术气质最

能代表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追求。

    一、宋代青瓷有自然朴紊之美

    清人蓝浦的 《景德镇陶录》云: “自古

陶重青品，晋日漂瓷，唐日千峰翠色，柴周

曰雨过天青，吴越日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

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

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这

里既说明古人对青瓷如痴如醉的追求，也反

映出宋代各大窑系对 “青色”的崇尚。

    宋代青瓷追求自然朴素的艺术品格，一

方面是由工匠对大自然的审美表达的一种朴

素情怀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与道家美学思想

对宋代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在老庄的思想

中，崇尚自然、顺其天性是其核心内容。他

们把自然素朴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庄

子认为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既

雕既琢，复归于朴”，顺应自然，完全按照

事物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和表现，不去施加

人性的力量，使其改变原有的自然之性，保

全其 “真”美。这种美学理想的追求是极深

刻的，它切入了艺术把握世界的最神圣的理

想之地，即所谓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大巧若拙，大辩若M”的天然之境。正是

这种道学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宋代瓷器追求

内在本质美表现的艺术风格。

    在釉色方面，为了达到 “如冰似玉”的

艺术效果，就要在青色的釉上下功夫。我们

可以从青瓷的碎片中看出施釉技术和控制还

原气氛的烧成中的出色成就，那些粉青或梅

子青釉色，都施三、四层厚釉，使釉色晶莹

润澈，沉着柔和。宋代青瓷青釉的色度深而

且青，既非增加铁的成分可以收效，也不能

靠薄釉达到这种要求。它的关键在于掌握釉

层的厚度，正如海水一样，水越深而青越

浓。宋代青瓷不仅重视釉发色的自然美，而

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北宋的汝瓷与南宋

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釉

料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

灰碱釉。因而汝瓷 “釉汁莹厚如堆脂”，官

窑及龙泉窑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

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

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

    在造型方面，宋代青瓷强调的是表现自

然韵味，排斥理性化的特征，追求富于感情

的自然美，不习惯于纯理性的几何形式。造

型以简约见长，多有朴实无华之感， “天然

去雕饰”的道家美学风范，造就了宋代青瓷

造型独有的深沉高雅的意蕴。

    在装饰方面，宋人对装饰是非常含蓄

的，装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器物的美感，因

此它都是根据器物的胎质、釉色和造型等特

点进行艺术加工。使装饰与工艺要求和美化

要求尽可能取得统一，而不是为装饰而装

饰。比如大器物上利用几道距离不等的弦

纹，便给器形增加了变化，丰富了它的节奏

感。又如在碗上饰着一周浮雕的莲瓣纹，玲

珑饱满，和器形浑然一体。或者在盘、洗中

间贴着模印的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

生动活泼，引人喜爱。这些纹饰精练简洁，

没有多余的堆砌，出色地发挥了装饰美的作

用。最令人称绝的是瓷器上的纹片 (又称为

开片)，有大有小，有深有浅，似有无数线

条编制而成，层层叠叠，晶莹透亮，犹如冬

天江河里的冰块碎裂，变化万千。演化为天

人和谐的独特的美学效果，为宋代的青瓷的

单色釉增添了诱人的魅力。

    二、宋代青瓷有典雅淡泊之美

    宋代是个以 “文”治国的时代，文人士

大夫构成的阶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

位。 “霞不重以丹青，云不施以彩绘，恐失

其岚光野色，自然之气”和 “合于天造，厌

于人意”的美学思想，成为宋时影响文学艺

术界的主要美学原则。正是在这样一种美学

思想影响下，宋代青瓷以独有的清新疏淡，

静穆幽雅的艺术气质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

代的审美代表。它与宋词，文人画具有同等

的美学价值。

    宋代青瓷追求的 “平淡”之美绝非 “淡

乎寡味”，而是寓丰富、隽永、含蓄于其

中，所谓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

膏，似淡而实美”。宋代青瓷以造型精致端

巧见长，以釉色单纯净润取胜，以纹饰简洁

大方著称。这几个特点都体现了 “淡”的美

学品格。如南宋龙泉窑青瓷碗，造型轻巧大

方，刀法洗炼，器形流畅，静谧恬淡，柔和

含蓄，婉约细腻。宋代青瓷把造型、釉色、

装饰和谐地统一于一体，以极简的艺术语言

达到 “疏淡含精匀”的审美意趣。

    三、宋代*瓷有温润如玉之美

    宋代理学兴盛。当时的儒者认为，一个

品德高尚，人格完整的人就应当如玉那样至

刚至柔，温柔敦厚， “内极玲珑，外极敦

厚”。这种对玉的崇尚不止局限于贵族阶层

和文人士大夫，其实它已逐渐渗人平常百姓

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毕竟自然界 “美

玉”有限，所以当第一批具有玉质感的青瓷

问世，就不能不令人欣喜并产生从另一途径

  “寻玉”的兴趣。这种对玉的审美品质的追

求在宋代青瓷中达到了极致，并烧制出如

  “粉青”、 “梅子青”等如玉珍品。

    北宋汝窑青瓷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大，

所以釉可以施得较厚，同时，在高温焙烧过

程中，釉中的空气不能浮出釉面而在釉中形

成许多小气饱，这些小气饱和釉中残存一定

数量的石英颗粒和钙长石析晶使进入釉层的

光线发生散射，因而使釉层变得乳浊而不透

明，产生一种温润如玉的视觉效果。南宋龙

泉窑青瓷是通过多次挂釉，增加釉层厚度，

烧成具有碧玉般效果的青釉。同样，为强化

青釉的玉质效果，还在瓷土中掺和一定量的

紫金土使器物烧成后胎色较深，这样可以把

釉色衬托得有如碧玉般的深邃凝重。将客观

之物，内化于虚静之心以内.将物质性的事

物，于不知不觉之中，加以精神化。宋人就

是在探寻釉的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寻找到

了玉的精神气质。

    在青瓷的发展史上，唐五代的文人墨客

以 “如冰似玉”比喻越窑产品釉的质感美，

然而与宋代青瓷相比，越窑产品远没有达到

玉的水平，宋代烧造工艺的提高，真正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它把釉的色泽、质地发

挥到了极致，达到了美玉的效果。实现了崇

尚玉的理想追求。

    崇尚理性，面对现实人生，追求平淡的

艺术风格和自然性的人生境界是宋代美学的

基本精神，宋代青瓷集自然朴素之美、典雅

淡泊之美、温润如玉之美的美学品格于一

体，是宋代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散发着温

文尔雅、超凡脱俗的艺术气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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