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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7 世纪英国北斯塔福德郡陶器产业

的形成，到在全球市场中适应和影响陶瓷生

产的变革，我们深入探讨英国陶瓷业在全球

化影响下的复杂变化。

从 17 世纪开始，北斯塔福德郡的陶瓷

生产逐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工艺

传统。随着运河和铁路的发展，陶瓷业得

以支撑，并通过国内外市场的出口取得了

成功。在产业发展的历史中，英国陶瓷业

不断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同时对国际设

计元素进行吸收借鉴。斯托克城的制造商

便通过调整产品风格，例如以乔治·华盛顿

总 统 为 主 题 的 陶 瓷 ，成 功 吸 引 了 国 际 市

场。此外，英国陶瓷业还受到中国瓷器传

统的深远影响，从传统的陶器制造到发展

出骨瓷等新型材料。

随着全球化推进，外包生产和设计的重

要性提升，以及地域标识的改变都成为行业

变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后，外包生产变得十分普遍。一些著名品

牌，如 Wedgwood 开始将生产外包到其他国

家，引起了对制造地点的争论。部分公司认

为，设计比制造地点更为重要，试图通过与

设计的关联来重塑品牌形象；还有部分公司

则试图回归斯托克城，强调本地制造的传统

与技能。由此，整个行业在应对全球化过程

中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陶瓷产业的复兴和变革也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发生。新成立的公司，如 The New
English 和Big Tomato，以及部分传统公司的

回归，表明行业对地方特性和传统技艺的重

新关注。

最后，英国陶瓷业在面临全球化挑战

的 同 时 ，还 展 现 出 复 杂 和 多 样 的 发 展 趋

势。无论是对传统的坚持还是对全球市场

的适应，英国陶瓷业都在寻找一种平衡，以

维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满足现代消费者

的需求。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博 大 精

深。陶瓷作为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名片。景德镇要推动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

需要集聚各方面人才，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

创新；要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

年瓷都”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首 先 ，数 字 技 术 支 撑 起 传 统 文 化 的 保

护、展示、传播和转化能力。长期以来，传统

文化保护与展示传播无法兼得。然而，正是

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传统文化保护、展示和

传播实现了统一，并突破地域限制得以多样

化传播和创造性转化。例如，御窑博物院搭

建“共情、共有、共享”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

台；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多种数字化方式

展示百年发展史；政企合作以数字技术赋能

陶瓷创意产业。

其次，数字技术拓展了传统文化共享共

创的范围。数字技术不仅突破了阅读能力、

财 富 能 力 、时 间 和 空 间 以 及 信 息 有 限 的 障

碍，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共享范围，而且突破

了大众创作能力、创意新作品面市以及其他

固有模式等障碍，赋能大众文化创造能力，

让大众，特别是边远地区人群可以通过数字

平 台 ，获 得 平 等 表 达 和 参 与 社 会 活 动 的 机

会。景德镇以陶溪川文创街区为代表的陶

瓷产业，通过数字技术，让企业和个人共享

陶瓷文化。

再次，数字技术促进传统文化普惠性传

播，促使传统文化传播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长期难点，尤其在

素质教育中显现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等问题

突 出 ，数 字 化 教 学 正 好 为 其 提 供 了 重 要

帮助。

最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包括：

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是奠定文化

传承发展的基础条件；统筹利用已建或在建

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

理中华文化资源，积极推动传统文化大数据

工程；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从宣传思想领

域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更多传统产

业拓展。

我这篇文章追溯了欧洲瓷器从起源到现

代 300 多年的设计和创意历程，详细描述欧洲

瓷器不同时期的设计风格，从效仿中国和日

本元素开始，到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瓷器装

饰，以及进入 19 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历史主义

时期，最后发展到创新设计，如孟菲斯风格和

包豪斯风格。在全球化、环保理念和新的设

计理念等因素影响下，我们探讨欧洲瓷业当

下所面临的问题，呼吁全球年轻的陶瓷学习

者、从业者共同寻找瓷器与环保结合的无限

可能。

自马可波罗时代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瓷

器极其喜爱，甚至重金购买并争相模仿。从

德 国 迈 森（Meissen）瓷 器 诞 生 ，到 波 特 格 尔

（Böttger）研制出真正的硬瓷，欧洲瓷器故事

正式拉开帷幕。

德国迈森是全欧洲最早成立的陶瓷厂，

早期作品主要模仿中国和日本款式，后来发

展釉下青花等工艺，逐渐创造出许多含有中

式风格的陶瓷纹饰。此后，欧洲陶瓷厂遍地

开花。不同色地开光装饰、华托式的“中国

风”、装饰繁复的柏林皇家瓷，以及不同系列

的雕塑、餐具、咖啡具等陶瓷作品，都反映出

当时欧洲的时代特征。

随着工业革命发展，煤烧取代柴烧，机械

瓷厂逐步代替手工瓷厂，根据大众需求设计

并生产。这个时期的欧洲瓷器逐渐由观赏性

转向功能性，由手工化转向机械化并逐渐规

模化。

自 17 世纪以来，欧洲老牌瓷厂主要有意

大利美蒂奇、法国瑟夫尔、德国迈森、英国威

志伍德等。进入新时代，哥本哈根瓷厂、卢臣

泰等品牌成为代表。当下，欧洲瓷业致力于

创新现代瓷器实用性、美观性和环保性的统

一，同时，正着眼全球化寻求陶瓷发展新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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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瓷的精神”——2021 景德镇国际陶瓷艺

术双年展（以下简称“双年展”）成功举办。此次展

览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对

外文化集团、国际陶艺学会（IAC）联合主办，共征

集到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60 件参赛作品，举办了

“‘白’意大利当代陶瓷艺术展”、平行展“‘融合’景

德镇国际当代陶瓷绘画提名展”等 9 个活动，受到

社会各界好评。

“双年展”立足景德镇对话全世界，为助力建设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

新平台，讲好新时代中国陶瓷故事贡献力量。

首先，“双年展”为传承陶瓷传统文化、构建中

国话语体系提供了学术平台。参展者多为青年艺

术家，他们思想活跃、勤于思考、敢于突破，创作出

的作品展示了对陶瓷文化的多样性理解。这些作

品均吸收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元素。因此，

“双年展”将景德镇与世界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搭建

起以陶瓷文化为载体、区域间合作交流和相互理解

的新平台。

其次，“双年展”搭建了全球文化交流平台，促

进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

重要名片，连接着国际的文化交流使命。在世界范

围内，类似的陶瓷艺术展览很多，但中国缺乏这样

的国际交流平台，因此在景德镇举办国际陶瓷艺术

“双年展”具有主场优势，在推动世界陶瓷古国之间

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上起到重要和

深远的意义。

此外，“双年展”开掘了陶瓷艺术新品质，构建

起新时代审美语境。众所周知，各时期的陶瓷大多

是以实用功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但随着现代文明

和文化、产业结构转型，现代陶艺脱颖而出，它不仅

突破陶瓷材料的各种局限性，凸显当代社会自由和

创造精神，而且进一步开拓陶瓷品质，建立起符合

现代审美要求和趋势的艺术新形态。

“双年展”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符合现代

审美新的叙事。当下，陶瓷艺术正以人们未曾有

过的新认识被赋予更多时代价值。进入新时代，

促进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走出一

条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价值的陶瓷创新发展道路，

将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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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需要不断以新的角度思

考文明发展规律。回顾人类对时代划分的探索历程，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猜想阶段：早在 19 世纪以前，欧洲就有人对原始先民

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提出过种种猜想。

“三期说”的提出：1813 年，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

蒙森在《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提

出“三期说”；1836 年，汤姆森在《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

进一步阐述了“三期说”理论。

考古学的兴起与“三期说”的传播、发展阶段：20 世纪

之前，经过发展完善，欧洲考古学初步建立了旧石器时

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

铁器时代的“六期说”分期体系。

我国学界的探索：20世纪 80年代提出“玉器时代”；苏

秉琦提出我国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发展途径，以

及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进道路；陈明远等学术专

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虽然“三期说”划分方案影响深远，在当今仍占据主

流，但其具有本质性缺陷。其立论基础认定，人类社会的

变迁基本遵循单线进化模式，而且人类社会的进化进程

可以借助单一物质性标准进行衡量。然而，这种僵化的

单一器物标准反映单线式进化模式的论点既存在逻辑错

误，也无法得到历史的证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

度对“三期说”进行完善或者更新。

而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陶器是人类在自己进化历程的早期，以土为基础物质，用

水与火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开创了人类利用、改造材料

的先河。陶器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

状态，促进了史前社会大分工，为冶铜、铸铜工艺的产生

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陶器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整

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创新性，极大

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陶器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是

一种技术创新，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通过考察人类使

用材料的历史以及陶器发明的重大意义，尝试提出了人类文

明史划分的新标准，即从原材料认识、使用和改造的角度，提

出新的时代划分框架：石木器时代、陶器时代、金属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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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唐以来，景德镇陶瓷生产一直延续不断。经

历了宋元两代积累和发展，至元十五年，朝廷在景德

镇设立“浮梁磁局”，将景德镇地方窑场纳入中央政府

的造作系统。明清两代继续推行官用瓷器生产制度，

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以满足宫廷对瓷器的需求。创建

于 明 初 的 御 窑 称 之 为御器厂，前后延续了 500 余年。

到明朝晚期，经过短暂停顿后改称御窑厂，直至清王朝

灭亡。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御窑厂遗

址范围内进行了数十次抢救性和三次大规模的主动发

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文物，包括始建于明代早期的

围墙、洪武至万历时期的葫芦形和馒头形窑炉、作坊，

各时期的地层和落选瓷器埋藏坑等。出土明清时期瓷

片数十吨、近 1000 万片，尤其是完整、连续的明代各朝

遗物，揭示了御窑厂自明初设立至明末废弃，清代复建

直至民国的发展序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解决

了人们对明清官窑瓷器诸多认知问题，也使学界对御

窑的研究从过去以器物为主，深入到通过遗迹和出土

器物、原料、工具、窑具等来审视御窑厂官窑和手工业

生产体制、模式的变化，以及工艺技术进步等，极大地

推动了明清御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准确认识御窑

遗址的历史价值和其他价值提供了实证资料。

以 2014 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

单位合作开展的考古发掘为例。这次发掘为研究御窑

厂的建立时间、发展的阶段性、官作的布局、功能分区

与建筑构造、生产技术与制瓷工艺、各时期御窑瓷器的

种类与特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发掘中，发现

了元代和明初的地层，发掘出元代时期主要是规模较

小、生产水平较低的窑业遗迹，表明御器厂在创立时选

择了一个窑业不发达的地点，还初步厘清了明中期御

窑厂成型区、加彩区、生产区和选余品埋藏区等在遗址

的分布和相互关联。

2002 年的发掘中，在珠山北麓遗址发现了明代永

乐官窑器物，以及具有官作特征的落选品埋藏坑，证明

了被学界长期争论的明御器厂的始建年代应该在洪武

三十五年。发掘中，首次清理了明后期的有效地层，印

证了明后期御器场的生产制度发生了变化，也首次触

及了清代御窑厂的生产情况。

御窑厂遗址是古代陶瓷文明的重要标志，陶瓷文

化的“活化石”，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艺术、人

文、社会价值，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是重要的价值阐释

手段。

秦大树

（陶瓷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Neil Ewins（尼尔·埃文斯）

（英国桑德兰大学高级讲师、博

士生导师）

英国陶瓷之都斯托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全球经济影响，陶瓷产业一

度陷入停滞。这篇文章的探讨抛开工

厂经济效益和传统文化遗产停滞等情

况，从文化角度重新评估英国北斯塔

福德郡被边缘化的历史以及被淘汰的

传统陶瓷工艺。为此，我结合自身陶

瓷艺术创作实践，试图展示和构建已

经 被 边 缘 化 工 艺 相 关 显 性 知 识 的 新

见解。

我曾在陶瓷行业工作，通过大量

实地考察，对专业技能实施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生产技术进行记录和存档，

找回了口述历史。这些口述历史包含

工作文化的社会化、交易的内幕以及

全球化影响下的产业转型。

通过积极参与，我为迅速消失的

传 统 手 工 艺 文 化 的 传 承 和 发 展 提 供

了 新 的 创 新 性 观 点 。 通 过 再 创 作 实

践表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再

诠释和再表现，可以在内部产生新的

协同效用，并扩展我们对工业历史的

理解，将传统工艺和历史纳入当代生

产 的 框 架 中 ，以 实 现 传 承 和 创 新 的

平衡。

我还通过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和跨

学科合作项目，试图让相关的后工业

空间和濒危的工业工艺重现新生。这

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许

多相关作品被多个博物馆等国际公共

机构或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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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瓷业凝共识千年瓷业凝共识 万里瓷路行未来万里瓷路行未来
““20232023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论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论坛””发言摘编发言摘编

▶2023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