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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北省自古就是陶瓷产区与陶瓷文化大省，在历史长河中，河北陶瓷形成了以邢

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四大历史名窑为主的历史文化。邢窑在唐中期生产极盛，出产的白瓷

质地洁白优雅，与越窑一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定窑是宋代著名官窑，宋五大名窑之

一，以产白瓷著称。磁州窑以白地黑花最为典型，属于大型民间窑，所烧瓷器具有浓郁的民间

色彩。井陉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其中的瓷枕最具代表性。河北陶瓷文化是京津冀一体化下的

重要文化资源，必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文化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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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悠久而辉煌的河北陶瓷文化

河北省有着悠久的陶瓷历史文化，自古就是

陶瓷产区与陶瓷文化大省。早在新石器时期，河

北地区就出现了陶器制作活动，河北各地如保定

徐水南庄头、张家口阳原于家沟、武安磁山、邯郸

百家村、正定南杨庄、唐山大城山等地都出土有新

石器时期陶器［1］，多属仰韶文化类型及龙山文化

类型，文化遗存极为丰富。
河北平山古中山国王墓出土过一批精美的战

国时期暗纹陶，又称“暗花陶”、“砑花陶”。暗纹

陶造型装饰多模仿青铜器，胎质细腻，由于烧成温

度不高，胎多呈灰色或灰褐色，胎体表面呈黑色。
暗纹陶的装饰是在未干透的胎体表面压印，或辅

以纹饰刻画，然后打磨装饰区。这种压磨做法使

得纹饰漆黑油亮，图形若隐若现，美轮美奂。
河北历史陶瓷文化主要有两大特色: 一是白

瓷文化，中国白瓷源于河北内丘邢窑，隋唐时期的

邢窑白瓷，与当时的浙江越窑青瓷形成“南青北

白”的格局，创造了北方陶瓷的代表，形成了丰富

而发达的白瓷文化。宋朝五大官窑之一的定窑

( 河北曲阳) ，把河北白瓷文化推到了顶峰，定窑

白瓷享誉天下。二是中国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民窑

体系———磁州窑( 河北邯郸) ，磁州窑的黑地白花

与白地黑花陶瓷具有浓郁的民窑特色，创造了中

国民间窑的典范，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外

均有很多人士与场馆收藏磁州窑作品。
在滔滔历史长河中，河北陶瓷形成了以邢窑、

定窑、磁州窑、井陉窑四大历史名窑为主的历史

文化。

二、河北四大历史名窑

( 一) 邢窑

河北陶瓷的第一个历史辉煌是南北朝时期邢

窑的白瓷。邢窑的窑址在河北邢台市内丘、临城

一带，以内丘为中心而影响到了周边地区，因唐朝

内丘隶属邢州，所以古称“邢窑”。邢窑最早受浙

江越窑影响烧造青瓷，北齐晚期开始烧造白瓷，隋

后期经历了短暂繁荣，唐中期生产极盛，与越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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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晚唐衰落。邢窑出

产的白瓷因质地洁白优雅，曾作为地方特产进贡

给宫廷御用，受到当时宫廷贵族的追捧，而文人墨

客更将邢窑白瓷作为饮酒品茶的上品器具［2］。
邢窑以素面白瓷驰名于世，同时也烧造青、

黄、黑、酱釉瓷、三彩陶等。白瓷分粗、细两种。粗

白瓷均施化妆土，釉色呈灰白或乳白; 细白瓷器形

规整，胎质细腻，胎色洁白，釉质细腻透明，釉色洁

白润泽，器物多施满釉，少有印花、刻画装饰。中

国最早的薄胎瓷就产于邢窑，胎薄处仅 0． 7 mm，

器形主 要 为 杯 和 碗，推 测 应 为 当 时 皇 家 贡 品。
《茶经》的作者陆羽曾说邢瓷“类银”、“类雪”，邢

瓷之精美，可见一斑［3］。

( 二) 定窑

河北陶瓷的第二个历史辉煌是宋代的定窑，

定窑是受邢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唐以前属邢窑

白瓷窑系。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县城 30 余公

里的涧磁村，烧造瓷器始于晚唐，盛于北宋，定窑

是宋代著名官窑，宋五大名窑之一，以产白瓷著

称。定窑专为官府烧造宫廷用瓷，官府曾选派优

秀工匠参与制瓷工艺，为提高定窑白瓷的品质提

供了良好条件［4］。
定窑除了烧制白瓷，也少量烧制酱釉、黑釉、绿

釉等。宋代定窑以烧制乳白釉闻名，定窑白瓷胎质

细腻，釉色洁白润泽，造型规整，多刻画花装饰，图形

简洁、线条流畅，自北宋中期开始印花装饰遍布器

型。北宋中期，定窑工匠还发明了“覆烧法”，用垫圈

组合的匣钵将碗盘类器物层层叠加扣烧，既节省了

窑炉空间，又降低了烧造成本，许多窑场竞相效仿。
但覆烧导致器口毛涩，窑工又发明了金属包口，既

遮掩了缺陷，又增加了装饰［5］。
定窑在当时影响颇广，在河北、河南、山西均

有窑场模仿，形成了庞大的定窑窑系，定窑白瓷闻

名于世。

( 三) 磁州窑

河北陶瓷的第三个历史辉煌是宋代磁州窑，

磁州窑也是受邢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窑址在今

河北邯郸磁县、彭城一带，因古属磁州，故叫“磁

州窑”，属于大型民间窑，所烧瓷器具有浓郁的民

间色彩。自北宋中期开始烧造，产品釉色以黑、白
为主，装饰手段大胆、夸张，手法非常丰富，以白地

黑花和黑地白花最为典型，细部表现多用划花技

法，题材以花鸟为主，多表现生活情趣，简洁洒脱，

质朴盎然［6］。
磁州窑瓷器胎质较粗，釉色不像青瓷那样光

亮润泽，加上它豪放的装饰手法，虽无法与官窑瓷

器的精美相比，但其所具备的浓郁的民间乡土气

息，朴拙而粗犷的格调，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间窑

风格。在河北、河南、山西，形成了广阔的磁州窑

民窑体系［7］。
磁州窑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窑系，影响了大

半个中国，近及晋鲁豫，远及江南、甘肃陕西。独

具特色的民间风格，使磁州窑享誉世界，尤其颇受

日本、韩国陶艺家及收藏家的青睐，在欧美多家博

物馆均有磁州窑陶瓷的专项收藏。磁州窑民间陶

瓷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创造了中国陶瓷官窑

以外的一个巨大的奇迹。

( 四) 井陉窑

井陉窑遗址位于河北石家庄市井陉县中北部

和井陉矿区，是一处分布面广、烧造历史长、陶瓷

文化内涵丰富的古窑遗址群。与河北其他窑口相

比，井陉窑有其独特的魅力。历经隋、唐、宋、金、
元、明、清等朝代，受早期邢窑影响，后又受定窑影

响，具有定窑白瓷印花装饰风格。以烧造白瓷为

主，绛釉、黑釉、黑褐釉瓷次之，也有少量的天目

釉、黄釉、绿釉器。从能够见到的标本上分析，装

饰自晚唐起使用点彩，到宋朝出现了刻花，划花和

印花，金代时期印花装饰盛行。品种丰富，有盘、
碗、瓷枕、钵、盂、壶、尊、炉、灯、罐等器型，其中

的瓷枕最具代表性，装饰手法有划花、印花、剔

花等，特别是以戳印加划花表现的卧鹿、对鹿、
立鹿、奔 鹿、奔 牛、宫 女 图 等 装 饰 的 瓷 枕 最 具

特色。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唐宋的各大名窑兴

盛时期，井陉窑的名气被定窑与磁州窑所掩盖。
金代是井陉窑最盛时期，这一时期，东行几十公里

外有三关雄镇之称的正定成为井陉窑陶瓷的最重

要集散地，井陉窑陶瓷经由水陆两道抵达正定，又

经正定销往全国各地，并远走国外。金代井陉窑

的兴盛有其政治原因，因为井陉在金的战略地位

非常重要，金人加强控制与管理，使得井陉人口大

量增加，各地工匠也集中于此，很快恢复了社会生

产，因此在原有制瓷业基础上，井陉窑得到迅猛

发展。
井陉窑的发掘较晚，出土物少，以致井陉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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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远不及河北其他窑口。井陉窑作为河北第

四大历史名窑，对它的发现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意义。著名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早在

70 年代就将井陉窑列为有待寻找发掘的古陶瓷

窑址的首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 90 年代对井

陉窑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了金代印花模子，

并出土了元代瓷器窖藏。通过专家近些年的遗址

发掘、历史调查和瓷器征集，获得了大量的井陉窑

资料，包括墓葬、作坊、窑炉、澄浆池、矸子井、窑具

和瓷器瓷片［8］。2000 年冬，有“中国古陶瓷鉴定

第一人”之称的故宫博物院著名研究员耿宝昌在

考察井陉窑遗址后，提出井陉窑完全可以与邢窑、
定窑、磁州窑并列为“河北四大古窑”。

三、河北其他陶瓷产区

河北陶瓷除了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四

大名窑外，较有影响力的还有邯郸馆陶和唐山等。

( 一) 馆陶黑陶

馆陶黑陶出产于河北邯郸馆陶县。黑陶源于

4 500 年前以山东为主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馆

陶是龙山文化的重要部分，而龙山文化陶器以黑

陶为主。馆陶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河冲积平

原，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的大量细腻精良的黏土

是烧制黑陶的优质天然原材料，为馆陶制陶业的

兴盛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馆陶境内出土的

许多墓葬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汉、唐、宋、元、明、
清时期的黑陶、灰陶和红陶。在卫河岸边，发掘了

皇城砖窑 72 座，经专家考证大多为明代砖窑窑

址，除生产陶砖外，也生产陶器。据专家研究，肇

建北京紫禁城所用砖即生产于馆陶，从窑址残存

的遗迹和发掘出的古陶制品即可证实。

( 二) 近代陶瓷

河北近代陶瓷生产以唐山为主，唐山陶瓷创

烧于明朝永乐年间。唐山陶瓷主要是卫生瓷、建
筑瓷、日用瓷、美术瓷等，而日用瓷和美术瓷以骨

质瓷最具盛名。骨质瓷胎质细腻、润泽如玉、莹洁

璀璨、釉面光洁、白中泛青，是唐山陶瓷的代表性

产品。唐山陶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是釉上彩、釉中

彩、喷彩、结晶釉、雕金等，形成了唐山陶瓷的独特

风格。除唐山外，河北邯郸的馆陶、彭城，保定的

曲阳，石家庄的井陉、高邑等，也有近代陶瓷生产，

近些年都有了长足发展。

四、河北陶瓷的历史机遇

由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历史造

成的社会动荡，中国的传统陶瓷文化在这一时期

出现了明显的断代与空白，中国的现代陶瓷也就

缺失了自己的土壤和营养。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中国现代陶瓷的正式起步是从学习西方现代

艺术开始的，中国现代陶瓷的发展至今也只有三

十年的历史，比西方少走了一百多年的路。虽然

在科学技术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条件

下，我国的现代陶瓷已经取得翻天覆地的成就，但

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反思。
河北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的河北也

是中国重要的陶瓷产区，河北陶瓷文化代表了中

国陶瓷文化的主流。河北辉煌的陶瓷历史，永远

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但在骄傲的同时，也应理性认

识近代河北陶瓷的现状。虽然市场经济发展三十

多年已达到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

平在很多方面已赶上发达国家。但应该清醒地看

到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而造成的河北近代陶瓷的

落后，河北陶瓷的辉煌历史没能在近代得到延续，

这是历史的遗憾。在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文化环

境下，当代陶瓷人肩上无形中担负起了弥补近代

河北陶瓷发展空白、传承与发扬河北陶瓷文化的

历史重担。
应把握历史机遇，让河北陶瓷与世界陶瓷并

肩发展，并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主线，创造河北自己

的现代陶瓷文化。挖掘与开发河北陶瓷历史文

化，建立河北新的陶瓷文化体系，形成独特的河北

陶瓷文化形象，从而增强河北陶瓷历史文化厚度，

为河北的陶瓷产业发展创造文化背景平台。创造

河北新的陶瓷特色文化产品，发挥河北陶瓷文化

特色，开创河北特色陶瓷文化与产业，恢复河北陶

瓷文化与产业大省形象，形成河北新的经济增

长点。
河北当代陶瓷创作生态良好，近十几年来，河

北各大历史名窑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与发展，涌

现了大量当代陶瓷人，并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
尤其定窑和磁州窑，兴起了很多规模陶瓷企业、个
人作坊及工作室，恢复了历史名窑及其优秀作品

的历史光辉。
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

发展既能增强河北的经济基础，又能改变人们对

于河北缺少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历史与文化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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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根基，是城市发展的灵魂［9］。河北陶瓷文

化，是河北璀璨历史文化的代表，也是创造地方文

化特色的重要文化根源。
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必将形成

京津冀一体的文化发展趋势。京津处在河北腹

地，河北拥有悠久与发达的陶瓷历史文化，京津拥

有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10］。通过对河北陶

瓷的系统挖掘与产业化，通过对京津冀文化创意

市场的综合利用，促使京津冀陶瓷文化产业协同

发展，让河北陶瓷文化形成独特风景，让全国人民

都能重新认识河北陶瓷文化与产业。
河北陶瓷文化是京津冀一体化下的重要文化

资源，京津冀陶瓷文化产业的结合必将形成一股

崭新的文化力量，创造陶瓷文化产业新的辉煌，必

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文化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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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Splendid Traditional Ceramic
Culture of Major Historic Kilns in Hebei Province

Zhang Wensong1，Zhang Linl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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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bei provinc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major province of ceramic production and ceramic cul-
tur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ceramics in Hebei formed a historic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Four Major
Historic Kilns of Xing Kiln，Ding Kiln，Cizhou Kiln and Jingxing Kiln． Xing Kiln’s production was prosper-
ous in the Mid-Tang Dynasty，and its white porcelain was pure and elegant，which formed the“South Cyan
and North White”situation together with Yue Kiln in the south． Ding Kiln，an official kiln，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Kilns in Song Dynasty，celebrated for its white porcelain． Cizhou Kiln，most typical of the black flowers
against white background，was a large folk kiln，and the porcelain baked had a strong folk flavor． Jingxing
Kiln mainly baked white porcelain，among which the porcelain pillow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eramic．
Hebei ceramic culture has been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and is becoming the cultural leader in the inte-
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Key words: Hebei province; history major kilns; ceramic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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