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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古代陶瓷史，東亞地

區隨着以中國為中心的陶瓷產

業的崛起，很早便踏上了陶瓷

之路。除了早期對工藝難度較

低的陶器的學習之外，在十世

紀末由朝鮮半島最早掌握了製

瓷技術，並且很快實現技術升

級，直到十九世紀，朝鮮半島

陸續經歷了純色青瓷、象嵌青

瓷、粉青沙器、白釉青花瓷這

幾種品類及不同發展階段，在

與中國瓷器的相生相長中創造

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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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出現瓷器的時間約

為唐末五代與北宋相交之時，也是當

地高麗政權統一之際，由於最初在

朝鮮半島上生根發展的為青釉瓷

器，並在高麗朝統治期達到巔

峰，因此後世常謂之“高麗青

瓷”。

政權更迭，始製青瓷
在這個特殊的政權轉

換期出現了青瓷，實則並

非偶然，雖然目前沒有

高麗青瓷起源的確鑿實

物資料，但史學界普遍

傾向認為高麗青瓷的出

現應與張保皋的軍事活

動密切相關。張保皋，

出身於朝鮮半島，在唐

末五代至宋初活躍於中

國和高麗軍事集團之

間，杜牧於《樊川文集

張保皋．鄭年傳》中記

載：“張保皋、鄭年

者，自其國來徐州，為

軍中小將。保皋年三十，

鄭年少十歲，兄呼保皋，

俱善鬥戰，騎而揮槍，其

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

此人在唐宋交替階段曾出任

青海鎮大使，以全羅道莞島為

據點形成了強大的勢力，並成

為當時東北亞地區的海上霸主。

由於朝鮮半島西南海岸大部分地區

為平原，海岸線較長，物產豐富，優

越的地理環境十分利於海上交通，因此

張保皋雄厚的地方政治軍事背景也相繼帶

來了區域內活躍的物質交流和貿易。

根據考古資料發現，在張保皋的駐地範

圍內出土了一批中國唐代的越窯執壺、罐、玉

璧底碗等青瓷，可見他曾將大量的中國浙江越窯

青瓷帶去朝鮮半島，而經過學者的對比研究，可以

確定：高麗青瓷的生產技術最主要並最直接來自於中

國唐代的越窯青瓷。從窯爐形式上看，兩者幾乎完全

相同，裝燒方式上，高麗青瓷既有泥點疊燒、M形匣缽

裝燒技術，也有支釘墊燒等多種裝燒工藝並存，這點亦與

越窯相似。從產品特徵上，早期高麗青瓷無論造型還是胎釉

特徵都有明顯模仿越窯青瓷的痕跡，比如有

一類高麗青瓷碗，外壁斜直、底足寬厚矮平，

似“玉璧”形，這種底足是越窯在八世紀至十世

紀階段的典型特徵之一，兩者的內在聯繫甚為密

切。另有徐競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記載：

“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製作工

巧，色澤尤佳。……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

器，大概相類。”可相佐證。

因此有人推測：張氏集團帶去朝鮮半島的應不止是

越窯瓷器本身，他應是將越州地區的窯工掠至高麗，帶去

了越窯青瓷的整套生產技術，利用當地豐富的水土資源，生

產出了與越窯青瓷風格極似的青瓷產品。

翠透瑩潤，堪比汝越
高麗瓷窯遺址主要有京畿道揚州郡長興面釜谷里窯址、京畿

道龍仁郡東面西里窯址、全羅南道康津郡大口面一帶窯址、全羅南

道高興郡窯址等，生產初期以製作純色青釉瓷為主，胎色灰白質地

堅硬，釉色青翠瑩透，文獻中常以“翡色”稱之，裝飾以刻花、劃

花、模印、堆花和雕塑為主，紋樣有菊花唐草紋、波濤紋、鸚鵡紋

等，器型中一部分承襲當時中式瓷器樣式，有些則在此基礎上經過本土

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關於高麗青瓷的具體記載，以宣和五年（高麗仁宗元年，一一二三

年）出使高麗的遣使之一徐兢回國後撰成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書記

載最詳，該書曰：“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製作工

巧，色澤尤佳，酒樽之狀如瓜，上有小蓋，而為荷花口鴨之形。復能作碗、

碟、杯、甌、花瓶、湯盞，皆竊仿定器製度。”又云：“狻猊出香亦翡色

也，上為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

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考其傳世實物，高麗青瓷造型除了上述日用器具

外，還有些仿古青銅器“三代遺風”的樣式，如熏爐、酒尊、花瓶、方鼎等，

紋飾也仿自銅器，如雷紋、饕餮紋等，也是受到中國古器物設計的影響。

宋遼金時期，高麗青瓷作為朝鮮半島最名貴的特產風物之一，曾廣泛進入

中國，上層階級甚是青睞。從南宋杭州皇城遺址出土有數量較多的高麗青瓷，

以及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中出土了十四件高麗青瓷，可見高麗青瓷至少在

南宋時期，在中國諸名窯迭起的背景下已躋身皇家用瓷之列，競爭力可見一

斑。南宋太平老人於《袖中錦》中評：“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

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西夏劍、高麗

秘色、興化軍孑魚、福州荔眼、溫州掛、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

豉、簡寂觀苦筍、東華門把鮓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

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中國境內其

他地區出土的高麗青瓷還有一九八○年北京市南苑金大定二十四年（一

一八四年）墓中出土過的青釉素面葫蘆形執壺，浙江省杭州半山鋼鐵廠

宋墓出土的青釉刻花花口碗等。

白泥象嵌，風格自成
十二世紀中期，在純色青瓷的基礎上，高麗青瓷發展出了獨具特色的象嵌瓷

器。關於“象嵌”的說法，不少人傳言是“鑲嵌”二字的誤筆，尤其是基於該

種工藝本身確實包含鑲嵌技術的緣故，但更多的學者認為“象嵌”二字源於韓

語語法動名詞倒裝的現象，實指在瓷器表面“裝嵌圖像”的含義。象嵌瓷製

作的具體工藝步驟為：先以工具在瓷胎表面刻畫出花紋圖案的線條，並剔

刮去圖案內的瓷泥，在剔除部位堆填白、赭二色粉料，最後再刮去堆填

色料時溢出器物表面皿以上的部分，再經過素燒後罩青釉燒成。

高麗象嵌青瓷的裝飾圖案大體可分花卉、動物、人物、幾何

紋這幾類。花卉圖案佔比最大，主要有牡丹、蓮花、松竹梅、

菊花、蒲柳、卷草、葡萄、荔枝紋等，通常以白色表現花

朵，黑色表現枝葉。動物形象中以仙鶴紋最具特色，也

較常見，多與白色雲紋搭配作飛翔狀，一般纖腿豐

羽，身為白色，嘴、眼和腿、腳為黑色，在青釉

作地的瓷器上顯得層次分明，色彩對比錯落

有致，這種紋飾在同時期中國瓷器上很

少出現，是具有代表性的高麗特色

圖案。此外，動物類的紋飾還有

龍、鳳、孔雀、鴨、魚、猴等，

多與植物花卉紋等交相搭配，構

成相應的場景化圖式，還有一些

圖案如嬰戲、仕女紋之類的人物

主題裝飾，數量有限。高麗

象嵌青瓷的口底邊

緣部位、

肩頸部位等多裝飾二方連續的邊

角紋，如蕉葉紋、卷草紋、蓮瓣

紋、聯珠紋、弦紋等，裝飾類型

豐富多樣。

朝鮮半島瓷器生產的本

土化轉變以高麗象嵌青瓷的

產生為標誌，這是在基於

高麗向中國製瓷工藝學習

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

自己獨特的風格。十三

世紀中葉以後，象嵌青

瓷的品質有下降趨勢，

造型和圖案趨於程式

化，產品水準漸不及

之前精緻。

目前中國境內出

現高麗象嵌青瓷的遺

址分別有：遼寧遼陽

地區蘭家鄉、龐夾

河、北園地區金墓出

土的象嵌青瓷碗、

盒、枕，浙江寧波東

渡路元代遺址中出土

的飾卷草紋和飛蝶紋

的象嵌殘瓷瓶和罐，河

北石家莊市後太保村元

代史氏墓群中出土的雲

鶴紋青釉象嵌梅瓶等。

粗胎獷釉，沙器漸興
一三九二年高麗王朝結

束，包括象嵌瓷在內的高麗青瓷

生產愈下，此時中國所處的元朝白

釉瓷器逐漸改變了之前青瓷主導的局

面，並很快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青花瓷

器。而在朝鮮半島境內，動盪的政局一

度使瓷窯業的生產每況愈下，以康津和全

北扶安官窯為中心的青瓷產業逐漸衰落，而

中國白瓷的引入，又為當地窯工打開了新的視

角，他們在生產青瓷的技術基礎上，開始轉向仿

燒白瓷的工作，然而限於當地缺乏適合生產白瓷

的瓷石或高嶺土，他們在這一階段並未能成功生產

出胎釉皆細白的白瓷，但是他們從宋金元磁州窯所擅

長的化妝土工藝中尋找到了另一個出路，在結合本國的

藝術審美的同時，創造了又一個全新的陶瓷品類──粉青

沙器。

粉青沙器是以結合比青釉更淺的

淡灰青釉配合化妝土技術為特色，胎土

呈黃褐色，釉色不及初期的高麗青瓷蔥

翠，偏灰黃色。工藝特徵為：在已施化妝

土的瓷胎上以刻花、劃花、剔花、象嵌、鐵

彩、錐拱等技法組成各種圖案及裝飾風格，

與中國磁州窯對比，無論是胎質、化妝土品

質，還是裝飾手法等都能看到明顯的相似性，產

品風格粗獷隨意，繪畫誇張，不拘一格，具有濃

郁的民間藝術風格。但也有不少器型或圖案在中國

磁州窯產品中不見，如韓國湖林博物館藏粉青沙器

鐵畫蓮魚紋瓶，器物侈口收徑，溜肩、鼓腹，是標準

的玉壺春器型，源於中國，但是器物腹部鐵繪的這種魚

形紋在磁州窯產品上似從未出現，所繪游魚瞠目張鰭，

線條率真生動。又如該館藏粉青沙器印花紋飯盒，器表所

印而成的陣列點狀裝飾類型也是獨創，呈現出樸拙內斂的

藝術格調。這種風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沿襲了高麗青瓷體系的

許多特徵與優勢，是在本民族藝術發展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

化，融會創新而成的品類。

在朝鮮世宗時期（一四一八至一四五○年），政府重視加

強民族文化藝術，世宗曾設“集賢殿”，整合了眾賢臣學士研究

發展韓國本土文化。對於瓷器生產，世宗三年四月戊申條詔曰

“工曹啟，凡進上器皿，不用心堅製造作，絕此不久被毀，今後

與器皿底，書造作匠名，以憑後考，其不用心者，徵其器皿，從

之。”督促窯工用心製作，嚴格要求產品品質，以器底簽名的方式

形成一套瓷器監督管理體系，也促進了粉青沙器得以在朝鮮世宗時

期達到鼎盛。

十五世紀中期以後，隨着朝鮮半島上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白瓷和

青花瓷，粉青沙器不再作為皇家最主要的瓷品，主要在民間流行，風

格更加隨意，產品品質總體看有所下降。

白釉青花，別有意趣
洪武六年（恭湣王二十二年，一三七三年）中國和朝鮮半島之間的

海路往來切斷，直到禑王十一年（一三八四年）朝貢之路重開，雙方才

又開啟交流互動，但由於朝鮮內部政權的轉換以及遼東鐵嶺地區主導

權等問題，直到建文、永樂年間兩國交流才趨於正常，至宣德時期，

中國與朝鮮的外交關係基本恢復，兩地物質文化頻繁交流，中國的青

花瓷器得以流入朝鮮半島並成功地被接納吸收。

青花瓷在朝鮮半島的出現基於白瓷的成功燒造。韓國學者認

為：在九世紀時期朝鮮半島就已經能夠生產出白瓷，幾乎與高麗青

瓷同時期出現。

但之後白瓷的產量和考古發掘數量一直很少，只是小範圍地微弱發展，具體遺跡有

韓國京畿道龍仁郡和全羅南道扶安郡地區收集到的一些高麗時期白瓷碎片。跟青瓷相

比，白瓷更適用於繪畫技法，無論是斑斕多色的釉上彩還是樸素統一的釉下彩，白

地都能最好地還原彩料本身的色澤，增加背景與圖案的對比效果，彰顯紋飾的藝術

表現力。如果換成在青釉瓷上施鈷藍料，成品的花色便不能呈現出藍色，青花瓷

也無從說起。

關於朝鮮半島的王朝內部最早使用青花瓷器的時間，《孝宗實錄》載：

“高麗末期（十四世紀末），太宗大王國子博士之時，在成均館用青花盞

酌酒。”此處記載的應是中國元明青花瓷。宣德年間（一四二六年至一

四三五年），中國青花瓷曾六次大量流入朝鮮，朝鮮青花瓷器也是受

此影響最大的階段。

朝鮮青花瓷從創燒至十九世紀成熟期，產品造型中有許多

模仿中國樣式，典型的如玉壺春瓶、豐肩大罐等，青花發色

一般沉穩艷麗。早期產品上的圖案尤以纏枝蓮花紋和雲

龍紋與宣德青花類似，雲龍圖案中龍身盤呈S形，姿

態挺拔，四周雲紋作如意形。

十九世紀朝鮮青花瓷蓬勃發展，色料清

雅，圖案愈加豐富多元，如韓國首爾博

物館藏白瓷青花牡丹紋四角瓶，採

用鑲接工藝成型，瓶身四周繪折

枝梅紋圖案，筆法十分熟練，畫

工嚴謹，青料清淡並層次分明，

製瓷水準達到了較高的水準，為

近代韓國陶藝的發展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
物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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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油
瓶
，
韓

國
湖
林
博
物
館
藏

▲

十
五
世
紀
朝
鮮
粉
青
沙
器

印
花
紋
飯
盒
，
韓
國
湖
林
博

物
館
藏

▲十五至十六
世紀朝鮮粉青
沙器鐵畫蓮魚
紋瓶，韓國湖
林博物館藏

▲十五世紀朝鮮粉青沙器刻
畫牡丹紋扁瓶，韓國湖林博
物館藏

▶十九世紀朝鮮
白瓷青花城塞紋
瓶，韓國首爾歷
史博物館藏

▲十九世紀朝
鮮白瓷青花牡
丹紋四角瓶，
韓國首爾歷史
博物館藏

▲

高
麗
青
瓷
象
嵌
雲
鶴

紋
碗
，
韓
國
成
田
面
月

南
寺
遺
址
出
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