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主讲讲人人：：徐徐立立宾宾

北北京京仿仿古古瓷瓷的的前前世世今今生生

北京仿古瓷有着一整套特殊而繁
复的技艺 ， 蕴含了瓷艺术中金 、 木 、
水、 火、 土五行变化的哲学元素， 饱
含庄重含蓄的东方之美， 给人以美好
的艺术享受， 耐人品味。 同时， 它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 如广受
消费者喜爱的 “婴戏” 纹饰， 从孩童
嬉戏场地的变化， 使我们感受着时代
的变迁， 童真无邪的天使心灵， 始终
温暖着我们。 一件精美的北京仿古瓷
制品， 可以无声地陶冶人们的心灵。

北京仿古瓷的概念

京彩瓷也称北京仿古瓷， 因仿制
明清宫廷瓷器精品而得名。 所谓 “仿
古瓷” 是后期模仿前朝的名瓷品种而
烧造出来的瓷器 。 主要萌芽于两宋 ，
形成于元代， 成熟于明代， 繁荣于清
代前期， 衰落于清代后期。

广义的界定： 北京仿古瓷是指与
北京皇家文化相关的瓷器。 为仿制明
清时期的陶瓷精品。 从广义上说， 凡
流行于清皇城的仿古瓷均可称北京仿
古瓷。

狭义的界定： 狭义的北京仿古瓷
（仿古瓷） 指在北京地理范围内制作出
的具有皇家特色的仿古瓷。

北京仿古瓷的产生及历史渊源

纵观整个中国陶瓷史， 有两个鼎
盛时期 ， 一个是宋代 ， 汝 、 官 、 哥 、
钧、 定五大名瓷争奇斗艳， 各领风骚，
其中官窑瓷境界更是登峰造极。 另一
个鼎盛时期是清康、 雍、 乾三代， 当
时烧制的瓷器质地精良 、 品种繁多 、
技艺超群， 具有不同凡俗的皇家霸气，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尤其是在瓷器发展的第二个鼎盛
时期， 即康乾盛世时期， 也伴随着仿
古瓷的繁荣兴盛， 当时， 景德镇御窑
厂特设 “仿古作”， 遍仿名瓷。 康熙、
雍正、 乾隆三位皇帝在故宫里大举仿
制名瓷， 瓷器仿古之风空前鼎盛。 北
京 “仿古瓷” 在康乾盛世已见雏形。

京彩瓷最早起源于清代康熙年间，
当时玻璃胎画珐琅由当时法国传教士
进贡给康熙皇帝， 由于康熙皇帝对珐
琅绘画风格的个人喜好， 开始尝试于
在瓷胎上绘制珐琅， 当时从景德镇御
窑厂选取最好的白胎运至北京紫禁城
内的造办处， 由宫廷画师进行设计样
稿， 皇帝亲自过目定稿后由宫廷画师
绘制。

到康熙晚期试制成功， 雍正时发
展到高峰， 乾隆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落
珐琅彩制作逐渐没落 。 1900年前后 ，
官窑瓷器逐渐走入市场公开买卖。 清
廷内务府管理的北城瓷窑厂被琉璃厂
的古玩商发现， 那里面存放着历朝选
剩下的官窑瓷器未上釉彩的胎子。

此前， 他们接手的瓷器都是完成
的器物， 没有改造余地， 如果有破碴，
最多是粘修一下， 或请首饰楼镶个银
口， 瓷器的画面是无法改变的。 发现

了这批旧胎后， 就可以在官窑瓷器素
胎上挂上各种彩色， 架上小窑烧出各
种仿官窑的精瓷。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江西景
德镇制瓷高手詹远广来到北京， 为古
董商制作仿明清官窑瓷器的后挂彩 。
民国初年 （1913年）， 同样来自景德镇
的詹兴祥来到北京， 带来烧制仿古瓷
的技艺。

这期间， 还要提到清末景德镇最
后一代督陶官———郭葆昌。 1913年郭
葆昌在景德镇时 ， 就选用精良瓷土 、
彩料， 仿制康熙、 雍正、 乾隆三代精
细艳丽的官窑彩瓷， 1916年袁世凯去
世后， 郭葆昌回到北京， 在白塔寺附
近设炉， 做仿古瓷生意。 郭葆昌聘请
了詹远广和他的学生郑乃衡到白塔寺
附近的瓷店制作仿古瓷。

由于这一时期烧制出的瓷器其胎
质、 釉色、 画面精细， 可与官窑媲美，
受到了市场的追捧， 由此开创了北京
民间仿古瓷的纪元。 与此同时， 辛亥
革命后， 随着宫廷、 皇族及大批官僚
家道败落， 清宫和一些皇族、 贵戚的
精美瓷器流入民间， 这些瓷器， 包括
宫廷仿照前朝的作品， 数量虽依然很
少， 但无论造型、 装饰， 都为民间少
有 ， 并为国内外市场所向往 。 此后 ，
再加上以前门德泰瓷庄为首的各大瓷
器行大量定烧、 批发各代仿瓷； 北京
仿古瓷工艺逐渐丰富， 制作群体进一
步扩大， 认知度也不断提高， 从而逐
渐形成北京仿古瓷行业。

1931年， 詹兴祥收了一个河北徒
弟， 叫刘永清。 他继承发展了师父的
技艺。 新中国成立后， 一直在北京制
作仿古瓷。

北京仿古瓷的艺术特色

北京仿古瓷主要艺术特色有以下
两方面：

一是继承的是明清皇家御用瓷器
的文化与内涵， 具有宫廷御用品的霸

气和精美的纹饰， 是北京皇家文化的
象征。 二是体现它的工艺特色。 由于
时代的变迁和技艺的发展， 北京仿古
瓷不仅继承了明清宫廷御瓷的制作流
程和制作技艺的精髓， 而且发展出一
套独有的制作工艺。

因此， “北京仿古瓷” 是集文化
价值 、 艺术价值 、 收藏价值于一体 。
是具有京城皇家风范和北方地区特色
的纯手工技艺。

北京仿古瓷的当代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 1949年以前， 仿
古瓷制作艺人都是个体手工业者， 作
品品种、 数量都不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3年， 北京
仿古瓷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成立了北
京市手工业联社。 1954年， 成立了北
京工艺美术服务部 （工美集团前身），
并成立了制瓷画室， 请景德镇著名瓷
师吴德祖掌管绘制工作， 专门生产仿
古瓷。 1963年， 制瓷画室并入北京市
工艺美术研究所， 名 “制瓷实验研究
车间”。 1965年， 制瓷实验研究车间调
入北京料器制品厂， 以生产绘制明清
两代瓷器为主。

在吴德祖之后， 北京仿古瓷的发
展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 1962年从景
德镇来到北京的， 北京仿古瓷第三代
传承人余观保， 为北京仿古瓷引进现
代绘瓷理念， 他开创北京仿古瓷艺人
个人写生稿设计作品的新局面。 是仿
古瓷企业走入北京工艺美术大师行列
的第一人。

1973年初， 在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25号原北京二轻金属压延厂的老厂房,
筹建以生产仿古瓷为主业的北京市工
艺品厂， 1975年， 以生产仿古瓷为主
业的北京市工艺品厂正式投产， 从此，
北京仿古瓷在原来小规模制作的基
础上， 成为较大规模生产仿古瓷的专
业厂家。 此厂隶属于北京市第二轻工
业局。

1975年2月， 北京料器制品厂彩绘
车间并入北京市工艺品厂。 从此， 北
京仿古瓷在原来小规模制作的基础上，
成为较大规模生产仿古瓷的专业厂家。

仿古瓷的第四代传承人———北京
市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立和白莉， 从
十几岁就进厂学习仿古瓷技艺。 从建
厂起， 她们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见证
了仿古瓷三起三落的发展历程。

2008年， 仿古瓷项目面临人流技
失的发展窘境，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政府、 企业、 工艺大师、 专
家学者、 艺术界知名人士等各方力量
共同助力， 为其发展出谋划策。 在北
京市工艺品厂基础上成立了鼎盛陶琦
公司 ， 并开始为仿古瓷技艺 “申遗 ”
奔走。

在接连荣获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后，仿古瓷技艺也获得北京市
文创中心、北京市工艺美术协会、西城
区政府及发改委、科委等部门资金支持
和政策扶植。 在西城区文委推荐下，仿
照传统样式的仿古瓷产品———“粉彩百
鸟朝凤大碗”“五彩荷池翠鸟纹盘”，在
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
精品大展”时，从数千件参展作品中脱
颖分获银奖、铜奖。

仿古瓷产品不但得到了市场认可，
还吸引了各个专业院校的大学生加盟，
其技艺也得到更好地传承 。 2010年6
月， 徐立宾等六位科班毕业的青年技
师拜在王立、 白莉两位大师门下， 成
为仿古瓷的第五代传承人， 为仿古瓷
发展与传承再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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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
徐立宾， 山东临沂人， 北京市

工艺美术大师， 京彩珐琅瓷代表性
传承人， 京彩瓷第五代传承人， 中
国陶瓷协会会员， 中国楹联学会会
员。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艺
术设计专业。 师从于北京市工艺美
术大师白莉、 王立先生。 论文及作
品发表于 《北京工艺美术家》 《中
国陶瓷画刊 》 《江苏陶瓷 》 等杂
志。 进修于清华大学全国艺术创作
高级研修班。 作品多次在全国及省
市工艺美术展览中获奖， 作品多次
被选作为国礼随领导出访并赠送国
际政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