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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发展史

3、隋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文化



3.隋唐五代时期
     此时期瓷器的造型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型，如鸡头壶和盘口壶。隋代发明

了一种新的装饰技术，叫做印花，或者称为模印，就是用瓷质的印模在胎上
压印出凹凸的暗花，然后施釉烧成，另一装饰工艺就是贴花，用泥浆把印模
好的浅浮雕图案黏附在胚胎上，施釉烧成。



白釉罐

• 隋
• 高19.2厘米   口径9.7厘米   底径15.2厘米
• 罐口微外卷，短颈，肩以下渐广，平底。
胎厚重，里满釉，外部近底处无釉，釉色
洁白，并有细碎开片。

• 隋代白瓷在继承了北朝白瓷成就的基础之
上，有长足的发展。以这件白釉罐为例，
其胎质细腻洁白，釉面滋润光亮，白色纯
正，已完全看不到早期白瓷那种白中闪黄
或白中闪青的痕迹。这件白釉罐与西安隋
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完全相同，是代表隋
代白瓷发展面貌的珍贵实物资料。

     (1) 隋朝历史很短，不足40年，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她为大唐帝

国的创建铺平了根基。在陶瓷史上，隋代陶瓷工艺也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
可她却为一个新的陶瓷时代拉开了序幕。隋以前烧瓷窑场主要都集中在长江
以南和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北方的烧瓷窑场极为稀少，亦无文献述及。入
隋以后，南北方瓷业才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窑场及其烧制的瓷器明显增多，
各种花色、风格、样式的瓷器开始呈现，形成各竞风流的局面。



黄釉撇口瓶

• 隋
• 高20.5厘米    口径5.5厘米
   足径6.2厘米

•  
• 瓶撇口，颈细长，腹径阔
而呈椭圆形，底足中空外
撇。器身通体施黄釉，釉
层中有气泡，施釉不到底。

• 隋代的瓶是由北朝时期的
洗口瓶演变而来，它的主
要变化是在腹部。这件黄
釉撇口瓶通体光素无纹饰，
器身也没有贴附任何装饰，
在隋瓷中是较少见的。



绿釉螭龙荷瓣炉

• 隋

• 通高31厘米   底径21厘米

•  此器俗称“博山炉”。高而尖，
上面堆雕峰峦、云纹之类，如
莲花状，象征仙山胜境。底盘
象征海水，上有螭龙两条，做
蟠结状，龙爪上托莲花宝座。

• 此炉造型显得圆浑、饱满，雕
刻纹饰有规律，以适应烧造工
艺的特点。



青釉鸡头壶

• 隋
• 高21.8厘米   口径6.9厘米    底径6.7

厘米
•  盘口，细颈，丰肩，圆腹，假圈足，
底心微内凹。肩一侧为鸡头，相对
面有弯柄，柄端高于盘口，并向内
倾斜，另两侧各有一横系。通体施
釉，底有六个半圆形紫红色支烧痕。

• 以鸡头做流的壶从西晋开始流行，
发展到唐代已多由短粗的筒状流所
代替。此器形制甚独特，器体较过
去同类制品大，盘口壁加高，足亦
相应增高。釉色清纯，釉面匀净，
在当时青釉器中较为罕见。



青釉莲瓣纹四系洗口瓶

• 隋
• 高43厘米   口径15厘米    底径13.5

厘米
• 洗口，长颈，丰肩，鼓腹，腹以下
渐收敛。通体施半透明的青绿釉，
施釉不及底，露胎处胎骨呈灰白色。
颈肩部于釉下戳印珍珠地纹，腹有
数道弦纹线，并划刻两周莲花瓣纹
为装饰。制作规整，纹样典雅。

• 这种四系洗口瓶，与安徽淮南窑遗
址出土的器物属同一风格，在安徽
地区隋墓中也多有出土。此瓶是淮
南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白瓷双把龙柄鸡首壶 

• 隋

     高27.4厘米  口径7.1厘米  底
径7厘米 

• 鸡首壶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
初。隋朝鸡首壶,其造型的演
变趋势为鸡首由小到大,壶身
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
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系到
桥形系。此壶鸡首趋向写实,
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
形柄,足部微向外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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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釉贴花四系罐

• 隋
• 高17.7厘米    口径9.6厘米    底径9

厘米
• 罐直口，短颈，溜肩，圆腹，假圈
足，平底。肩部饰四条形系，四系
之间贴团花纹样，下饰凸起的弦纹；
罐腹上部贴有团花、草叶、团龙、
兽面等四种纹样，间隔排列而成的
带形纹饰。下饰一条凸起如棱的弦
纹，将罐身等分为两部分，罐里满
釉，外施半截釉，流釉现象明显，
釉呈黄绿色。

• 这件青釉贴花四系罐属北方流行的
罐型，它不仅造型具典型性，而且
其纹饰的装饰工艺在隋瓷中极为少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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