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朱元璋登基后，致力於恢復被元代中斷

了近百年的漢家思想，不僅依唐制傳統設製

衣冠，還頒布了在唐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大明律令》，旨在指導政府活動和規範社會

生活，為朝政歌功頌德的“館閣體”成為書

風的主導方向，繪畫上以宋畫為尚，院體畫

復興。而陶瓷領域中的仿古作品早在北、南

宋之交就已出現。當時文人間考古風盛行，

各窯出現了一系列仿青銅和仿玉器造型的作

品，如鬲、鼎、尊、觚等。《燕閑清賞箋》

中記載官窯瓷器，“論制，如商庚鼎、純素

鼎、蔥管空足沖耳乳爐、商貫耳弓壺、大獸

面花紋周貫耳壺、漢耳壺、文巳尊、祖丁

尊，皆法古圖式，進呈物也”（《燕閑清賞

箋．論官哥窯器》）。

明朝自上而下的復古風是強大而持久

的。它在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同時，也

深入到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這無形中影響了

高濂的陶瓷審美觀。而宋代的仿古瓷器則為

高濂崇尚古意提供了歷史淵源。他曾批評

“俗人凡見兩耳壺式，不論式之美惡，咸指

日：’茄袋瓶也’”。在高濂看來“孰知有等

短矮肥腹無矩度者，似亦俗惡。若上五制，

與 姬壺樣，深得古人銅鑄體式，當為官窯

第一妙品”（《燕閑清賞箋．論官哥窯器》）。

高濂崇尚陶瓷的古意，追求和讚賞大雅

的作品。這種“雅”首先表現在造型上。高

濂遺憾龍泉窯“有坐鼓高墩，有大獸蓋香

爐，燭臺花瓶，並立地插梅大瓶，諸窯所

無，但制不甚雅，僅可適用”，而粵中玻璃

窯瓷器“其制不一，奈無雅品，惟瓶之小者

有佳趣”（《燕閑清賞箋．論諸品窯器》）。他

將官哥窯法古圖式的鼎、觚、壺、磬等作品

列為鑒賞之上品，可見，古樸典雅、嚴謹含

蓄的造型是高濂所推崇的。其次，色彩也為

高濂所重視。他在比較宣窯和成窯五彩時

說：“宣窯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

成窯五彩，用色淺淡，頗有畫意”（《燕閑清

賞箋．論饒器新窯古窯》）。清純、淡雅的色

調成為高濂的最愛。所以，高濂認為，官窯

瓷器“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

色之下也”（《燕閑清賞箋．論官哥窯器》）。

色澤淡雅、鮮而不艷的青花瓷器得到他的高

度讚揚。中國陶瓷超越了一般實用器皿的範

疇，不僅是觀賞物、把玩物，在特定的環境

中，還是生活情趣和理想情操的象徵。高濂

用“雅”的標準來評價陶瓷，以追求超然出

塵的生活環境和幽雅內省的理想人格，這也

正是“士大夫事事求雅的目的─人雅也。”2

但是，社會風習和思想文化決定了人的

審美標準。高濂生活于明朝中晚期，此時，

社會經濟有了極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習俗

和藝術觀念也隨之發生著變化，產生了“以

華為美的審美理想”。3另外，“市民、宮

廷、民間、文人四者，是構成明代工藝的四

個大體系。”4各具特色的審美體系相互影

響。特別是市民審美趣味，它不同于民間的

質樸，也不同于宮廷的華貴，更不同于文人

的幽雅，它常常喜歡追逐流行的趨勢，有時

甚至會為此而綜合其他三個審美體系的特

點。所有這一切，給明代審美文化帶來了全

新的內涵。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高濂

於于陶瓷藝術不僅尚古，而且追新，對當時

的各類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常對一些奇工

巧作讚不絕口。明代的鬥彩、五彩、彩釉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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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陶瓷是一種包含著多重文化意蘊和多維價值要素的文化

現象。”1它在以堅固、耐用、乾淨的特點滿足人們實用需要的同

時，由於自身細膩光滑、色澤溫潤的特殊品質，也成為一種藝術

品。正因為如此，明朝文人高濂在《燕閑清賞箋》中，將鑒賞陶瓷

作為養生的主要內容之一。他對陶瓷的剖析品評，折射出具體社會

環境下的思想個體特色。

一、古典與新巧並存的藝術審美觀

縱觀《燕閑清賞箋》中高濂對陶瓷的鑒

賞評價，我們不難發現，其審美觀有著明顯

的尚古傾向。他稱贊宋代龍泉窯瓷器有粉

青、深青、淡青之別，而明代僅剩下蔥色，

其餘盡是油青，造型也每況愈下。他甚至感嘆宋代定窯各類雅花

囊、酒囊“式類數多，莫可名狀，諸窯無與比勝。雖然，但制出一

時工巧，殊無古人遺意。以巧惑今則可，以制勝古則未也”（《燕閑

清賞箋．論定窯》）。官哥窯的蔥腳鼎爐、乳爐、花觚、彝爐這四類

仿古瓷器，被高濂列為“鑒家至寶”，“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

為之飛動，頓令腹飽”（《燕閑清賞箋．論官哥窯器》）。

高濂這種尚古的傾向，與明朝復古思潮有著必然的聯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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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燕閑清賞箋》作為晚明養生著作《遵生八

箋》中的重要內容，將藝術鑒賞看作修身養

性的主要手段。本文以作者對陶瓷藝術的品

評為研究焦點，論證高濂古雅與新巧並存，

美觀與適用統一的藝術思想。

關鍵詞：陶藝鑑賞、陶瓷史、高濂

《遵生八箋》之陶瓷藝術觀初探

● 練 正 平 ●



盞、五供養淺盞、草蟲小盞、青花紙薄酒

盞、五彩齊箸小碟、香盒、各制小罐，皆精

妙可人”（《燕閑清賞箋．論饒器新窯古

窯》）。客觀環境使得高濂在注重美觀的同

時，對陶瓷的實用性統一給予了一定的關

注，將“適用”列入陶瓷是否可入清賞的條

件之一，顯示了他美觀與適用統一的設計藝

術觀。

高濂重實用的觀點是有其思想成因的。

其一，“中國人對于陶瓷的藝術欣賞和把玩

是通過日常生活這一‘中介’而達到的。”8

陶瓷最初因實用而發明，並以其獨特的優點

在六朝代替了銅器和漆器，成為人們生活器

皿中的主要品種。當其中一部分陶瓷隨著技

術與藝術的發展成為藝術品時，人們對它依

然存在著原始的實用情結。第二、明初，統

治階級為穩定政權而發起的復古思潮和採取

的一系列務實措施，不僅維護了儒家在中國

思想上的政統地位，也使儒家的入世思想落

實到“用”上有了可能。顧炎武就說：“有

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不為空

談，期於致用”。9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甚

至直接表示“百姓日用即道”。10第三，西方

新學的輸入是明代的一個重要契機。西方傳

教士進入中國，帶來了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

科學與文化。西方科技的傳入，對中國的知

識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刺激，許多人開始熱衷

于研究實用之學。作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

境下的一員，高濂重陶瓷實用的觀點是很正

常的。他評價高麗窯的盞甌“式有可觀，但

質薄而脆，色如月白，甚不佳也”（《燕閑清

賞箋．論定窯》）。龍泉窯“有坐鼓高墩，有

大獸蓋捍爐，燭臺花瓶，並立地插梅大瓶，

諸窯所無，但制不甚雅，僅可適用。種種器

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質厚

實，極耐磨弄，不易茅蔑”（《燕閑清賞箋．

論諸品窯器》）。

適用、經濟、美觀是工藝美術有機統一

的三原則。而適用又是首要的，因為功能性

不僅是工藝美術的主要特點，也是它與其它

藝術的基本區別。生活于明代的高濂已經看

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大食窯的瓷器“皆以宜

興沙土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

用，俱無足取”（《燕閑清賞箋．論諸品窯

器》）。工藝美術既是一種物質產品，又是一

種精神產品。它在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便利的

同時，也要盡可能地為人們提供美的享受。

高濂對美觀和適用有著論證的看法，追求技

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他讚賞明朝著名的壓

手杯“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用可

久，價亦甚高”。景德鎮的壇琖“質細料

厚，式美足用，真文房佳器”（《燕閑清賞

箋．論饒器新窯古窯》）。工藝美術既是一種

物質產品，又是一種精神產品。它在為人們

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要盡可能為人們

提供美的享受。高濂對美觀和適用有著論證

的看法，追求技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他讚

賞明朝著名的壓手杯“杯外青花深器，式樣

精妙，傳用可久，價亦甚高”。景德鎮的壇

琖“質細料厚，式美足用，真文房佳器”

（《燕閑清賞箋．論饒器新窯古窯》）。而玻璃

的“酒盅、高罐盤盂、高腳勸杯等物，無一

可取。色有白纏絲、鴨綠天青、黃鎖口，三

種俱可觀，但不適用耳，非鑒賞佳器”（《燕

閑清賞箋．論諸品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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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極具時代特色的新品種。高濂讚賞明代景

德鎮瓷器說，“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紋，

填以五色，華若雲錦。有以五彩實填花紋，

絢艷恍目。二種皆深青地。亦有藍地，填畫

五彩，如石青剔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紋

者，種種樣式，似非前代曾有”（《燕閑清賞

箋．論饒器新窯古窯》）。

明初的復古思潮只注重藝術形式上的復

古，缺乏對表現主題和思想內容的探究。所

以並沒有給當時的審美帶來新的變化，反而

導致藝術氣氛異常沉悶。物極必反，明中葉

以後，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

“童心說”、湯顯祖的“唯情說”以及公安派

的“性靈說”。這些追求個性解放、重視情

感和審美趣味的學說形成波瀾壯闊的浪漫主

義思潮。在藝術上形成了重自然，重自我的

審美思想。在此影響下，“中國的工藝製作

發展到明代，出現了一個前代沒有的現象，

那就是製作者著意表現屬于個人的特點，標

榜個性成為一種時髦。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

係萌芽的出現，工藝界從趨同的心理逐漸走

向求異，個體意識明顯地提高了。”5明人這

種富于創意、勇于求新的審美心態從《燕閑

清賞箋》中可窺一斑。景德鎮窯“宣德年造

紅魚 杯、以西紅寶石為末，圖畫魚形，自

骨肉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青花如龍

松梅茶 杯、人物海獸酒 杯、朱砂小壺、

大碗，色紅如目，用白鎖口。又如竹節 罩

蓋 壺小壺，此等發古未有”。“又等細白

茶盞，較壇盞少低，而瓮肚釜底綿足，光瑩

如玉，內有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

年制’暗款，隱隱桔皮紋起，雖定瓷何能比

方，真一代絕品，惜乎外不多見。”（《燕閑

清賞箋．論饒器新窯古窯》）

二、美觀與適用統一的

藝術設計觀

中國陶瓷的藝術特徵

在宋代被發揮到極致，達

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王

朝聞先生曾說“任何藝術品的創造，都必須

服從人對它的特殊需要”。6既然高濂鑒賞品

評陶瓷是為了修身養性，滿足精神需求，美

觀便成為他致關重要的審美因素。這種美觀

包括造型、色彩、紋飾等多方面的因素。受

理學思想和禪宗以及文人審美趣味的深層影

響，宋瓷以含蓄幽雅著稱，它的造型簡潔質

樸，剛勁挺拔，不事堆飾；釉色多屬淡青、

乳白 、蔥綠等；紋飾也是追求自然，合於

天造。這樣的藝術品位恰如宗白華先生所

說，是“芙蓉出水”之美，也正符合高濂作

為文人的審美情趣。他所列的官、哥、鈞、

定、汝是宋代舉世聞名的五大名窯，他追求

陶瓷的古意和優雅也主要是對宋瓷的推崇。

但無論是尚古，還是求雅，高濂注重的是陶

瓷的藝術性。

中國工藝美術發展到宋代，“明顯地向

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結合實用的生活用

品，一是專供欣賞的工藝品。”7這種趨勢將

宋瓷的藝術性發展到頂峰狀態，而它對明代

瓷器的影響則與宋瓷截然不同。明代瓷器以

實用、小巧的生活實用器皿為主。如永樂年

造的壓手杯、成窯的雞缸杯都是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高濂對此也有記載，“成窯上品，

無過五彩葡萄 ，口扁肚 杯式，較宣杯妙

甚。次若草蟲可口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

4 0

2003.07 No.16



4 3
TAIWAN CRAFTS  No:16

工藝美術的“適用”不僅指適應使用目

的，還包括適應使用主體、適應生活環境等

諸多方面。以“瓶花”為例，高濂認為：

“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銅之漢壺大古尊罍，

或官哥大臺弓耳壺，直口敞，或龍泉蓍草大

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幾上，與堂相宜。⋯

⋯若書齋插花，宜短小，以官哥短瓶、紙槌

瓶、花觚、高低二種八卦方瓶⋯⋯”（《燕閑

清賞箋．瓶花三說》）。這是與生活環境相適

應。再以宋代瓷枕為例，高濂不但以為其造

型美不勝收，紋飾自然而有情趣，更對其實

用方便的特點大加讚嘆：“余得一枕，用哇

哇手持荷葉覆身葉形，前偃後仰，枕首適

可，巧莫與並。”（《燕閑清賞箋．論定窯》）

這是與使用目的相適應。作為藝術品的陶瓷

在裝飾也是有限度的，“工巧一過，便失去

了藝術品最可寶貴的精神”。11高濂反瓶過分

裝飾，他認為定窯的“合爐、桶爐、以鎖子

甲球、門錦龜紋穿挽為花地者，製作極工，

不入清賞”（《燕閑清賞箋．論定窯》）。文人

士大夫喜歡追求清新淡雅的藝術，對高濂來

說，陶瓷裝飾得如此繁瑣，便是與使用主體

不相適應了。

三、結論

中國陶瓷是藝術生活

化和生活藝術化相融並蓄

的典範。高濂受明朝復古

思潮的影響，他對陶瓷藝

術的審美有崇尚古意的傾向，但他卻不完全

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他尚古只是為了追求一

種符合文人審美情趣的藝術風格，希求通過

這種途徑來陶冶自己清雅玄淡的情操，他對

新工藝和新作品同樣有濃厚的興趣。這樣的

藝術審美觀無疑是積極而進步的，它符合藝

術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鑒賞品評陶瓷作

為修身養性的主要內容，藝術性是高濂關注

的焦點，但他意識到了陶瓷兼日用品與藝術

品、功能性與形式美于一身的特殊性，對美

觀和適用有著論證的看法。現代社會，隨著

生存狀態、生活環境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

人們對陶瓷從實用和精神需求的角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高濂美觀與適用相統一的藝術

設計觀，對當今的陶瓷創作仍有借鑒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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