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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釉瓷作为唐代瓷器的一大创新，以多色釉自然的“窑

变”来代替传统陶瓷上的花纹装饰。创造了唐代花瓷的典型装饰艺术

风格。其中花釉瓷的烧制方法、装饰形式与钧瓷一系列工艺的创新都
有密切联系．而且花釉彩斑与钧瓷红紫相映的窑变彩斑有许多相似之

处。可以说。钧瓷的出现是唐代花釉瓷彩癍艺术的产物，其装饰方法

不仅增强了器物表面的艺术效果。也为钧瓷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使钧瓷在北宋达到鼎盛阶段。研究唐代花釉瓷器对钧瓷艺术的影
响．可以更深的了解钧瓷独特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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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中国就是以陶瓷见长，陶瓷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

陶瓷的发展史也可以说足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唐代是中国封建社
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空前繁荣，是当时世
界上最文明富庶的强国。它以博大的历史胸襟接纳各国文化，对
外开放贸易，成为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由此，陶瓷、纺
织、家具、建筑等艺术形式都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唐代陶瓷品
种繁多，花釉瓷是唐瓷中的新品种，它以无规则的自然“窑变”

代替了传统陶瓷上的装饰纹样，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并被人
称作是钧瓷的前身，称之为“唐钧”。考察唐代花釉瓷的历史以
及所具有的艺术特色，会对钧瓷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唐代花釉瓷器的产生与艺术特点
花釉瓷器是唐代瓷器的一大创新，它的方法是在黑釉或褐釉

上泼洒一些蓝釉或者灰白釉，在烧制时利用不同釉色问进行的交
融流动变化，以自然的“窑变”来代替传统陶瓷上的花纹装饰，
其产生的效果为斑斓变幻、彩韵夺目，颇具创意。而器物身上
所显现的光怪陆离、气韵天成的特殊艺术效果，既体现了大唐风
韵，也使它具有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其窑变花釉
与斑点装饰都对钧瓷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1．花釉瓷器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优秀艺术品的诞生，都不是孤立与偶然的，不仅是

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而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
切相关。花釉瓷的产生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一是唐代的社会因
素；另一个是陶瓷自身发展的因素。

唐代历史是中国古代灿烂夺目的一页，堪称太平盛世。结束
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分裂混乱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社
会太平、政治稳定的状况有力的保证和促进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和
文化的发展。同时唐代经济的繁荣也达到了前朝无法企及的发达
程度，不仅在国内传统经济的发展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ll对
于新兴的城市经济也表现出相当的接纳和认同。人们在丰衣足食
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艺术创作，尤其对涉及自己
衣食住行的工艺美术的关心更是精心百倍。由此，社会的发达促
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唐代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制瓷业发展的兴盛

时期。而商品的激烈竞争又迫使陶瓷手工业者敢于做各种尝试，
采纳新技术、发展新产品，其中花釉瓷的诞生就是一种新探索、

新创造。
2．花釉瓷器的起源与工艺特色
唐代花釉瓷最早的记载是南卓《羯鼓录》内“不是青州石

末，即是鲁山花瓷”。当时社会文化的昌盛和艺术的灿烂，使烧
造瓷器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科学技术相对落后，艺人们
只有从生活实践中去认识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知识。

在陶瓷工艺发展过程中，器物是从无釉到施釉，生产施釉

陶，是陶瓷技术上一个大的飞跃。花釉瓷器的烧制技术比较复
杂，它的产生也就是古人追求浪漫的构思与大胆的实践。从烧造

技术上看，“花釉瓷”是一种在高温气氛下一次生成的“高温釉
上彩”，出窑后所产生的色彩、形制等都发生了让人无法预料的
“特异”变化，如行云，似峰峦，变幻莫测，令人遐想，且不能
重复。另外，唐代人们思想开放，崇尚雍容华贵。花釉瓷器作为
传统钧瓷初创阶段的代表，其显著的特征。如造型风韵饱满，在
实用的基础l二加以适当的装饰等特点恰与唐代人们的审美观念相
协调。而花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也说明了唐代制瓷艺人已经掌握
了调配釉料和复杂的施釉技术，这些都为钧瓷的出现及花釉制品
的烧制，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3．花釉瓷器的装饰艺术手法
花釉瓷器作为唐代陶瓷乍产上的一大成就，其显著的装饰艺

术特色就是在黑釉、褐釉的底色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
烧制而呈现出蓝、浅绿、乳白色的大块彩斑或是蓝、白、黑、绿
相闸的流淌纹理，形态各异，变化万千，色彩绚丽，气势恢宏。
这种釉上彩斑点多用不规则的排列，一般纹样不定形，烧成后自

然流淌、变幻多端。釉色装饰多采用浅色釉涂在深色釉上，便于
衬托出另一种色彩斑块，显得格外醒目。它以斑斓的色彩，反映

出气势磅礴的盛唐文化艺术。其造型有壶、盘、罐、花浇、腰鼓
等，尤以壶、罐最多，其中腰鼓最为出名。

同时，花釉瓷器的烧制也比较复杂，由于不同的釉料在高温
下膨胀系数不同，在冷却时的收缩系数也不相同，因此，如果把
一种釉料覆盖在另一种釉料上，就必须要求两者之间热胀冷缩的
系数相同，才能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所以，好的花釉瓷烧制是
非常困难的，而花釉瓷在唐代的烧制成功，证明了唐代制瓷艺人
已经掌握了调配釉料和复杂的施釉技术，为之后钧瓷的产生及后
世花瓷的烧制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二、花釉瓷器对钧瓷艺术的影响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李唐王朝提倡对外贸易，使中

国与世界各国交流频繁，不仅我国烧造瓷器的技术流传到国外，
而且国外一些优秀的实用工艺美术品的造型和装饰内容也被唐代
工匠广泛吸收，用在陶瓷制作上，丰富了唐代的陶瓷的内容。同
时，瓷器作为一种封建商品生产，南青北白争芳斗艳的局面，也
促使陶瓷的生产向多彩化装饰方面发展。

花釉瓷是花釉彩斑艺术的产物，其黑釉上带蓝斑釉彩，或
黑釉带乳白斑，或乳白釉中呈现针尖状蓝斑以及点、抹、涂、洒
的装饰方法增强了器物表面的艺术效果，而这种彩斑和钧瓷红紫
相映的窑变斑彩有许多相似之处，其独特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风
格，不仅对钧瓷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还使钧瓷跨入北
宋五大名窑的行列并享有崇高声誉。在色彩设计上，花釉瓷器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黑色或黑褐色釉，饰以月白色或灰白色
斑块；另一类是黑色、月白色釉，饰以天蓝色细条纹彩斑。利用

不同金属氧化物呈色不同的原理，成功的掌握了两色釉技术，色
彩不仅对比强烈，而且花釉流动变化，神秘莫测，突破了唐以前
陶瓷生产釉色单调的格局。在器形设计上，花釉瓷器造型丰满庄
重，以日常生活实用品为主，追求简练、凝重、质朴的风格，与
色彩相辅相成。而钧瓷造型端庄古朴、庄重大气，器形装饰简
练，选料非常严格，其窑变花釉，釉质晶莹，色彩丰富，釉面红
里透紫，紫里藏青，釉色五彩，交相辉映，构成了如火焰、似彩
霞的瑰丽绚烂的画面，带给人一种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美的遐想。
在做工上，精细严谨，不管口足还是直边弧线都精到入微，钧瓷
的这些艺术风格都与唐代花釉瓷器如出一辙。另外，根据考古发
现，在钧瓷的产地禹州市发现宋代钧窑遗址，同时在宋钧遗址附
近发现唐代花釉瓷遗址，因此不仅可以断定唐代生产花釉瓷的技
术对钧瓷技术的影响，还可以断定其装饰技法与钧瓷一脉相承。

三、结语
通过对唐代花釉瓷器起源的探讨和工艺特征及艺术特色的研

究，证实了唐代高温花釉瓷器与钧瓷的工艺技术有共同特色和内
在联系的亲缘关系。花釉瓷器无规则的自然窑变不仅对钧瓷的釉
色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还为钧瓷奠定了“创意”和“技术”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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