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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窑，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永不落幕的传奇，其仿古采今，备

诸巧妙，所出瓷器皆为‘泥形土质都成金石之声，锦地花纹并带云



霞之色’，技艺之精湛独步有清一代。”8月 16日，景德镇文化讲堂

再次开讲，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团、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陶

溪川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景德镇学院陶瓷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景德

镇唐英学社承办的“认识唐英——唐窑瓷器收藏观念的百年演变”

讲座在陶溪川美术馆举行。 

当日下午 3时许，陶溪川美术馆二楼报告大厅内座无虚席，数

百名来自我市的陶瓷艺术爱好者前来听讲。主讲人是国际著名古陶

瓷鉴藏家、香港资深古玩经纪人翟健民，现场与大家分享了很多关

于唐英瓷器的故事。 

讲座上，翟健民围绕主题，以生动的语言，就督陶官唐英、唐

窑、过去五十年收藏情况等方面内容作了精彩的讲解，大量图片资

料结合实例，详尽地展示了唐窑瓷器无以伦比的魅力。观众们聚精

会神地听着讲座，全程无一人提前离场。翟健民讲述着他对唐窑瓷

器的独特见解，并以他与妻子通力合作“智取唐英石雕像”的瓷器收

藏故事为例，深入探讨如何看待五十年里收藏观念的变化，精彩讲

解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翟健民介绍，唐英一生事迹除供奉内廷外，便与窑务相始终，

先后榷陶二十余年之久，为景德镇御厂历史中督陶时间最长、成绩

最著者。“唐窑”为雍乾之际唐英榷陶珠山所烧造瓷器之概称，唐窑

之物可分三类：一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其

中一些著名品种如镂空瓶、转心瓶、甲子万年笔筒等，依据清宫档

案的记录，它们均为唐英亲自设计、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一为唐

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喜以诗文、

印章入饰，书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榷”、“蜗寄居士”等；一

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制作时间目前所见仅为雍正十二年、乾隆

五年、乾隆六年，品类亦只见青花一种。后二者为唐英私物，但亦

烧造于御窑厂之内，人工、物料与御器无异，其中一些品格更在御

瓷之上，深深体现唐英个人高雅的艺术素养。以上三者历年所见以

供器数量最罕少，由于铭款纪年明确，是为研究唐窑历史不可或缺

之标准器物。 

“瓷器收藏绝不单是为了自己拥有、为了升值，而是为了藏以致

用，更方便地鉴赏和利用。瓷器是一种手工艺文化，它是有温度的，

但每次望着博物馆橱窗里的瓷器珍品，它却是冷冰冰的，我们无法

触摸，更无法感知它的温度。”翟健民说，在一次国外的拍卖会上，

通过近距离地触摸，他发现瓷母上的仿哥釉、仿官釉、铜红釉、冬



青釉等印象中的高温釉，竟然是督陶官唐英用低温釉“模仿”烧制而

成的，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古人的智慧和高超技艺。翟健民表示，从

上个世纪 70年代开始，以香港、台湾为中心，清代官窑慢慢得到

华人世界收藏家的关注，其中唐英督造的御瓷渐渐成为诸多藏家重

金以求的上品，并在拍卖场上产生一个接一个的成交新纪录。他以

自身从业经历见证了这一段辉煌的收藏历史，许多清代御瓷的成交

纪录屡屡在其手上创造。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引导，众多收藏家

对唐英的认识，开始从收藏唐窑御瓷转向唐英私物，就是唐英为自

己和馈赠亲友烧造的各式瓷器，并且更为看重后者的唯一性和人文

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