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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史话

王 福 强 郭仲 山

在中华民族先人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中
,

琉璃有

, 悠久的历史
,

堪称是我国古老艺术品中一颖璀灿的明

珠
,

它不仅坚固耐久
,

而且色泽鲜艳
,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

格
。

一

我国生产琉璃有着悠久的历史
,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

发现
。

琉璃最早被视为珍宝
,

并有琉璃
、

珍玉
、

明夜
、

月光

等美称
,

汉代时就已被用于制作窗扉
、

屏风和器皿
。

到了

公元四世纪以后
,

才开始被用做屋瓦及屋枪装饰

我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帝都的设计中
,

北京城称得上

是一个精美无 比的杰作
,

众多的皇家宫苑
,

又是这一杰

作中的精华
。

令无数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雄伟壮观的紫禁城
,

特

别是那富丽堂皇的琉璃瓦屋顶
,

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

象 中华民族先吠在古代西方建筑师为之无可奈何的屋

顶上创造了奇迹
,

使整个建筑与艺术达到高度完美
、

和

谐的统一 琉璃制品的应用
,

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增添

了夺目的光彩
,

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琉璃艺人巧夺天工

的精湛技艺
。

当人们赞叹北京辉煌的古建筑时
,

切莫忘

记琉瑞艺人的丰功伟绩
。

二

“

琉璃
”

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担宽的《盐铁论 》
,

其中提

到
“

琉璃成为国之宝 ” ,

《广志 》
、

《西京杂记 》等古代文献

中都提到过
“

琉璃
” 。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琉璃是 自然生成

的说法
,

其实
,

汉以前的人不认为琉璃是天然生成的
。

据

《西京杂记 》载
“

赵飞燕女第居昭阳殿
,

⋯ ⋯窗扉多是绿

琉瑞
,

亦皆达照
,

毛发不得藏焉
” 。

这是说汉成帝的宠姬

赵飞燕之妹的寝宫
,

窗上镶着绿琉璃
,

成帝从窗外看去
,

昭仪梳得油光的头发也能历历可数
。

因此断言 自然界

尚没有这样
“

达照
”

的专绿色的玉石
,

可以作成这样的窗

扉
,

这里所说的琉璃很可能是一种
“

彩色玻璃片
” 。

近年来在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的玻璃片
,

为我们

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

这种玻璃片为深蓝色
,

长约

厘米
,

宽约 厘米
,

厚 厘米以 上
,

表面平整光洁
,

四边

镶以细绸框
。

这正是当时的商队从黄支国交易得来的壁

流离的一种
。

西汉时
,

壁流离 已被简称为琉璃
,

桓宽的

《盐铁论 》和东方朔的《海内十州记 》可为其佐证
。

建国以来
,

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从西周到西汉

的古墓中发现有琉璃制品不下数十件
。

年在陕西

宝鸡市茹家庄
,

开发了一座西周古墓 约公元前十一世

纪
,

从墓中发现了许多琉璃珠和琉璃管
。

这是我国目前

发现最早的琉璃制品
,

它的釉色是 以石英为主要成分
,

再配一些金属氧化物制成的
。

它的出土证明早在三千多

年前
,

我们的祖先已经成功地掌握了琉璃的烧制工艺

、 年在湖南韶山灌区湘乡发掘的东周中期的古

墓中
,

出土了五件琉璃壁
。

其中四件壁面上饰有谷纹
,

呈

半透明的草绿色
,

肉径 厘米
,

外径 厘米
。

另一件

则双面饰云涡纹
,

呈半透明的草绿色
,

肉径 厘米
,

外

径 厘米
。

还有一串烧制得十分精美的琉瑞珠
,

共四

颗
,

圃管形
,

颜色类似孔雀蓝
,

长 厘米
,

直径 厘米
,

堪称最精致的装饰品
。

在灌区附近的牛形山上
,

同时发

现了多座东周墓葬
,

无论墓形大小
,

全部有琉璃制品出

土
,

这证明琉璃在当时已经被普遍地当作一种珍贵艺术

品了
。

人们对琉璃制作工艺的研究
,

也在逐步深入
,

品种

开始增多
,

制作工艺逐渐定型化
。

西周时期 巳出现板瓦
、

筒瓦
、

人字型断面脊瓦和圆柱形瓦钉
。

这种瓦嵌固在屋

面泥层上
,

解决了屋顶防水问题
。

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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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材史活

一
建筑的一个 大进步

,

也为琉瑞瓦

的发展典定了羞础
。

三

秦汉时期
,

由于当时生产技术

的发屁
,

琉璐迅渐摆脱了启蒙阶段

的粗限
,

向 , 精美的方向发展 秦始

盛晚年
,

为了满足生活的奢侈
,

他广

泛搜集民间奇珍异宝做为玩赏之

物
。

因此
,

也刺激了琉瑞工艺的发

晨
。

琉璐在当时曾作为一种
“

奇宝
”

徽了秦始皇若中的陪葬品
,

由此可

见其工艺精浴之怪度
。

总之
,

在我国

西仅中期前
,

琉瑞的烧制工艺已经

趋于成熟
,

人们在当时可以随心所

欲地侧造各种琉瑞器物了
。

我国古代琉瑞技术的真正长足

北海公曰九龙 张绍武 撅影

发展
,

是在两晋
、

南北朝时期
。

这时期的建筑除宫服
、

住

宅
、

园林以外
,

又 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 就是佛教和

道教的建筑
。

两晋
、

南北朝时期的匠工在继承秦汉建筑成就的基

础上
,

并吸收国外佛教艺术的若干因素
,

丰富了中国的

建筑
。

不仅扩大了琉瑞制品的使用范围
,

而且种类花色

也在增多
,

这时研制出了孔雀蓝
、

草绿和乳白等颇色
。

最

引入注目的是琉瑞制品巳开始应用于建筑
,

这是一次历

史性的突破
。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

在使用每一新型建筑材料时
,

一是考虑其功能
,

二是装饰美
。

琉璐建筑构件的出现
,

最

早见于《魏书 》
。

据该书载
,

当时生产的琉瑞
,

质
、

造型

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
,

琉瑞侧品作

为功能和艺术的统一体已应用于建筑上了 从此 琉璃

便以它华美的色泽和 良好的防水性能与建筑结下不解

之缘
。

四世纪后
,

北魏都城 —平城 今大同 所建的宫

段
,

大 地使用琉瑞瓦件
。

尽管当时的琉瑞瓦件还只应

用于皇室建筑
,

并且只有黄绿两色釉
,

但琉瑞制品用途

更为广泛
,

实用效果更为突出了

皿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不但起

粉遮雨霄御风寒的作用
,

而且还是表现等级制度的最明

是标志
,

也是体现建筑美的最主要部位 琉瑞构件广泛

用于建筑上
,

是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对于扩充
建筑材料的领城和促进世界建筑艺术南发展起了重要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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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贯彻落实生产调度管理规程施行程度和态度的

一个皿要标尺

贯彻落实奖惩规定
,

突破企业在单项管理奖惩侧度

上的条块分侧
。

协调平衡质
、

设备
、

节能
、

安全等方面

的奖惩细则
,

对落实生产调度奖惩规定
,

必将产生积极

影响
。

《四 正确处理从业调度人员的结构关系 提商调度

队伍索质
。

企业应当从生产调度工作出发
,

在加强上岗

业务培训的同时 应予以 更高层次的进修机会
,

对在岗
·

的专业人员不能放松考核评价
。

五 正确处理宏观控制与徽观搞活的关系
。

一是省

市区城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制定与设备
、

质盘
、

节能等法

规相匹配
,

又适合生产调度特点的实施政策 二是领导

机关抓规划
,

企业 自己创条件
,

做到因厂制宜
,

横向比

较
,

典型引路
,

逐步提高 三是围绕法规的实施 建立和

执行检查
、

考核
、

验收
、

评比的制度
。

上级机关应根据行

业内多元性群体结构交叉辐射的影响
,

有计划有步骤地

促进所辖企业生产调度的建设
,

企业本身应该自觉跟上

要求
,

以期开创水泥行业生产调度工作的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