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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商宅权府，山西琉璃无处不在。山西大同明洪武十三年筑造的

九龙壁，便是琉璃与珐华陶瓷完美的结合体。

景德镇：珐华器又一重镇

明中期，江西景德镇地区开始使用瓷胎仿制山西的珐华器，

故珐华器又有陶胎和瓷胎之分。山西陶胎珐华器多为瓶、罐等小

件，以陈设用具为主，实用器皿很少，有瓶、罐、香炉、佛像、

动物雕塑等作品。多绘以山石花草及人物纹，纹饰粗放，极具北

方民间泥土气息。景德镇瓷胎珐华器也以陈设用具为主，但造型

典雅，常见梅瓶和大口罐，纹饰以莲池纹、折枝牡丹纹等为主。

景德镇窑其釉色称为“珐花釉”。有珐翠、珐黄、珐蓝、珐紫、

珐青等多种，色调较之陶胎珐花更加精美，艺术表现力更强。

康熙时期瓷胎珐花器烧制得相当成功，以茄皮紫釉、孔雀绿釉

为代表。一件珐花釉笔筒，通体施茄皮紫釉，其上以孔雀绿釉

斑点作装饰。釉下刻画垂柳、山石、蜻蜓图。元代琉璃制品有

香炉、宝灯、楼阁等。

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珐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

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

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珐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

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珐花八仙过海图罐于 1972 年北京市朝

阳区太阳宫出土，为景德镇产的珐华器。这件珐华器直口，短

颈，丰肩，收腹，砂底，圈足。口沿装饰八宝纹，肩部为璎珞纹，

器腹为八仙过海图。

现藏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的珐华莲鹭纹有盖罐也是产自

中国江西景德镇的珐华器。这件器物蓝釉做底，罐身纹饰以莲

花纹为核心，缀以波浪纹和白鹭纹。莲花纹中的花等部分纹饰

施“白檀涂”工艺，即在素坯上贴金银箔（或涂绘泥金、泥银），

其上罩以浅棕色透明釉。珐华彩为三彩的一种。由于三彩釉料

的主成分铅不具黏性，为防止不同釉料互相掺杂，珐华器先在

器表上依照纹样塑起轮廓以作边界，再分别施以紫、蓝、绿、

白等颜色的釉料，制成的器物色泽鲜艳，独具特色。

山西和景德镇作为珐华器的两大生产区，目前却没有相关

窑址的发现。

在这次发现的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所载器物中，

珐华瓷器是最漂亮的，部分珐华瓷器的表面，甚至出现了主体

纹饰贴上黄金金箔的工艺，这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一号沉船

上的珐华器，花纹以云肩纹、灵芝纹、璎珞纹、莲池纹、桃纹

为主。从器形、胎釉及装饰技法来看，应为景德镇窑所产。

珐华器是中西交流的产物，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器直接证

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器曾作为商品对外销售。这批珐华器

质量极高，纹样、颜色等具有伊斯兰文化的元素。而珐华釉本

身是一种以牙硝为助熔剂的中温釉，可追溯到唐代中亚地区传

入的波斯釉陶。金代开始出现孔雀蓝釉，元代时部分琉璃上开

始使用孔雀蓝釉。清代雍正之后，珐华器逐渐停止烧造，这项

高超的工艺技术从此消失，少量的珐华器只存在于国内外的博

物馆内。因此，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发现的珐华器才

特别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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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华与琉璃的区别
珐华的特点是隔釉见胎，开芝麻纹片，琉璃则开大

甲纹片。纹片的开法均为片四周起翘，如胶泥地日晒后的

龟翘状，且反铅，隐现蛤蜊光。珐华器与琉璃器的最大区

别是在釉中添加了草木灰，在色釉上比琉璃器更纯正丰

富，刻画细腻。

山西大同明洪武十三年筑造的九龙壁是琉璃与珐华陶瓷完美的结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