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的吉州窑黒釉茶盏鉴定机构

产品名称 专业的吉州窑黒釉茶盏鉴定机构

公司名称 厦门伯得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伯得富
型号:黒釉瓷器鉴定拍卖收藏
产地:福建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589号209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965128762

产品详情

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为宋代江南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烧瓷品种繁多，地方特色浓郁
。所处之地——“永和镇”是一个以瓷窑业为主的镇市，由“六街三市”以及沿赣江的码头渡口组成。
相连“永和六街”（莲池街、鸳鸯街、瓷器街、米巷街、锡器街、茅草街）的商业贸易三市（上市、中
市、下市），加上自南向北通向赣江的三大码头（古大集渡码头、米巷口码头、丹砂渡口码头）所构成
的商业网络为吉州窑瓷器的销售搭建了一个稳健的平台。吉州窑创始于五代时期，入宋得到极大的发展
，元以后逐渐衰退。

吉州窑遗址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依山傍水近丛林，囊括了瓷窑选址的三大要素：交通、原料、燃料。
“依山”是因为瓷窑的形制一般为龙窑，龙窑采用自然通风方式，依山坡而建，火焰抽力大，升温快，
降温也快，既可以生成氧化焰氛围，又可以维持还原焰气氛，且具有装烧面积大，产量高的特点。“傍
水”源于交通的便利，水运有利于产品外运以及制瓷技术的交流。吉州窑窑址沿赣江分布，往北顺江而
下，经南昌出波阳湖入长江，可通往全国各地；向南溯江而上，出赣州可达广东，福建，保证了吉州窑
产品的运输。“近丛林”即靠近生产原料及燃料，周边青原、东固山，绵亘几十里的丛林为吉州窑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吉州窑对面即是瓷土基地鸡冈岭，三十余里开外的谢家墟亦出有大量的白泥矿陶瓷
土矿分布面广，储量丰富。丰富的原料和燃料，便利的水路交通以及临近的丰城洪州窑、新干塔下窑、
临川白浒窑、永丰山口窑和赣州七里镇窑等浓厚瓷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吉州窑得到飞速的发展。

伴随着佛教本土化的过程,禅宗在宋代成为佛教主要流派，也为两宋人文思想注入新鲜血液。吉州窑作为
宋代陶瓷杰出代表诞生在禅宗文化盛行的江西，深受其影响，无论器形、釉色、使用方式都和当时的禅
宗流行思潮息息相关。



当时的吉州乃至整个江西，僧团势力庞大，也是禅宗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处在赣江中游的吉州正是沟通
南北（从庐山到岭南）禅学基地和东西（从南岳衡山到皖、浙闽）禅学基地的枢纽，是禅宗的核心地带
。这里寺庙林立，也是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集散地。吉安青原山是禅宗七祖青原行思（（？—740）的
驻锡之地。他在此弘法28年，提倡把佛教作为一种普通人能接受、执行的道德修养，他的徒弟后来发展
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对这一地区的生活习俗，文化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茶道源于坐禅，品茶利于静心。伴随着禅宗的兴盛和丛林制度的确立推广，饮茶与参禅的关系日益密切
，最终形成了禅茶一味。饮茶之风最早兴盛于寺院，僧人与士大夫往往在修禅论道中以茶助兴，成为饮
茶社会风尚的主要推动者。而唐代佛教寺庙更是常常举办茶宴，谈佛理、论茶道，使佛法妙理与茶道清
虚渐渐融为一体，形成“禅茶一味”之说。

在宋代，许多寺院重要的经济作物是茶叶。（吉安茶在唐代就已经是贡茶。）茶-------那是宋代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角色。人们饮茶成风，社会上流行斗茶，大家比赛茶叶、冲泡的好坏，宫廷、寺院僧侣、文
人、百姓，各阶层都在和茶较劲。难怪所需茶盏的产量那么大。从永和的窑包上看，几乎每一个窑包的
大宗产品都是茶盏和黑釉碗，其他黑釉产品有注壶，罐，碟，钵，瓶。不少黑釉器上写有铭文，为某某
寺，或充供养。这反映出当时寺院和信徒的对器物的一些具体要求。人们也用黑碗来衬托带沫的茶汤，
伴随着茶香,发展出“茶百戏”，达官贵人们则竞相搜罗釉色特殊的茶盏。

吉州窑的黑釉盏是吉州窑黑釉瓷中最代表性的一类器物，它的基本形制是大口小足，盏的口唇比较薄并
略微向内敛、下端内收，斜壁，下狭上宽，形状如同漏斗或者斗笠。胎体厚实且凝重，盏的口部釉料稀
薄，腹部釉料逐渐厚重，盏底部露出素胎，质地粗松，呈现灰黄色。

黑釉茶盏是在宋代斗茶风盛行的背景下产生并被广泛运用。宋代的禅僧实践着一种把“单调乏味的生活
，索然的平凡生命，变成一种艺术的、充满真实内在创造的”的生活。寺院成了学术交流的基地，禅的
美学在宋代是一支重要的文教力量。它对事物真相的追求毫不犹豫、直截有力，并认为人人能够接近这
个真相，在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中身体立行地实践着节俭和朴素。

黑釉器在当时是吉州地区的普通百姓的日用器，它是宋代吉州地区的民间审美风尚的代表，用黑釉来装
饰佛供器、寺院日用器非常符合宗教寻求贫苦之德的观念，它无疑是农禅生活的美学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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