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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 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陶瓷古籍编印成册，其中有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专著《陶说》、《南窑笔记》，有详细记述景德镇瓷业史的《景德镇陶录》，有专门研究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的《陶雅》、《饮流斋说瓷》，有中国第一部研究古月轩瓷器的专著《古月轩说瓷》，有古代瓷器鉴赏知识专著《古今瓷器源流》，还有荟萃了大量精美图片的《历代名瓷图谱》等。本书可供陶瓷研究者参考之用，亦可为收藏之用。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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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 vUY万圣书城

数量：10册 vUY万圣书城

定价：4800.00元 vUY万圣书城

16开 精装 vUY万圣书城

版别：缩微中心 2003年7月出版 vUY万圣书城

本书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陶瓷古籍编印成册，其中有中国陶瓷史上的重 要专著《陶说》、《南窑笔记》，有详细记述景德镇瓷业史的《景德镇陶 录》，有专门研究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的《陶雅》、《饮流斋说瓷》， 有中国第一部研究古月轩瓷器的专著 《古月轩说瓷》，有古代瓷器鉴赏知识 专著《古今瓷器源流》，还有荟萃了大量精美图片的《历代名瓷图谱》等。 本书可供陶瓷研究者参考之用，亦可为收藏之用。 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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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 目录vUY万圣书城

 宣德彝器谱 （明）吕棠 等撰 历代名磁图谱 （明）项元汴 撰 杯史 （清）陈浏 撰 陶雅 （清）陈浏 撰 窑器说 （清）程哲 撰 历代磁器古玩谱 （清）佚名 辑 陶录余论(仅存卷四) （清）佚名 辑 景德镇陶录 （清）蓝浦 撰 （清）郑廷桂 补辑 古铜瓷器考 （清）梁同书 撰 古窑器考 （清）梁同书 撰 琉璃志 （清）孙廷铨 撰 浮梁县志陶政 （清）吴允嘉 编 阳羡名陶录 （清）吴骞 撰 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 （清）清高宗 撰 陶说 （清）朱琰 撰 南窑笔记 （清）佚名 撰 阳羡茗壶系洞山岕茶系 （清）周高起 撰 陶磁器装饰法 （清）沉明熙 编译 瓷学 陈孝威 撰 齐陶存 曾毅公 辑 铁云藏陶 （清）刘鹗 辑 瓷史 黄 矞 撰 瓷器概说 郭葆昌 撰 尊古斋陶佛留真 黄 浚 辑 高昌陶集 黄文弼 编 陶文编 金祥恒 撰 竹园陶说 刘子芬 撰 阳羡砂壶图考 李景康 张虹 撰 哥窑谱 冒广生 撰 钧窑考证 荆子久 撰 建窑考 萨嘉榘 撰 饮流斋说瓷 许之衡 撰 古月轩瓷考 杨啸谷 撰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 辑 余戟门 增补 季木藏陶 周进考 藏 修内司官窑图解 朱鸿达 撰 孙浔 等类次 殷虚出土器物图片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 湖南陶瓷玻璃原料研究 湖南工业试验所 湖南 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大学化学系 湖南宝华 编 玻璃瓷器公司 瓷鉴 佚名 撰 古窑器论 佚名 撰 齐鲁古陶存 佚名 辑 磁考 佚名 撰 明清各名家沙壶全角集拓 佚名 辑 陶器杂录 佚名 辑 茗壶图录 （日本）奥玄宝 撰 颜料篇 （日本）江守襄吉郎 编 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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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八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先民就已经能制造出造型优美、装饰精巧的彩陶。到了殷商时期，色泽漆黑光亮、器壁薄如蛋壳的黑陶和质地洁白细腻的白陶相继问世，说明我国制陶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陕西始皇陵出土的大型陶俑、陶马，反映了秦代陶塑工艺的卓越技艺。 东汉时期，瓷化程度较好的青瓷制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开始有了“瓷器”这种工艺品的生产，这种产品在生活中的使用和推广，使我国成为最早生产瓷器的国家。 陶瓷虽然并称，但两者是有区别的。陶器以黏土为原料，在八百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烧成，器表不施釉或仅施以低温釉，其成品胎质松脆，有吸水性。而瓷器则是以瓷土为坯，表面施以釉料，在一千二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中烧成，胎体质地坚实细密，釉层细腻光滑，具有玉石般温润的色泽，敲击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人们称赞它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瓷器一出现便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很快成为人们理想的生活用品。 唐宋两朝的陶瓷工艺，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工匠们已能制作具有独特风格的精美陶瓷。唐三彩陶器，越窑青瓷，驰誉中外的宋代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以及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等名窑制品争奇斗艳，充分表现了广大陶瓷工匠们的聪明才智。此时，我国的陶瓷制品及制瓷技术也逐渐传播到海外，为中外文化的沟通及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清两代，陶瓷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景德镇开始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工匠们将青花瓷器的生产推向极致。被誉为青花之冠的宣德青花瓷器和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尤以青翠光艳、层次分明而给人以清新明快的感觉。在颜色釉和釉上彩方面也创造出许多新的品种，如成化时期的“斗彩”，万历时期的“五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和“珐琅彩”，以及模仿竹木制品、牙雕、青铜、漆器等器物和生物形象的各种陶瓷制品，均为当时工匠们巧夺天工的卓越创造。这一时期，我国制瓷工艺的发展盛况空前，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我国的陶瓷生产，曾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精美的釉饰、多变的器型，使古今中外各族人民为之倾倒。具有悠久的中国陶瓷工艺历史，又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和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深入研究和正确鉴赏中国陶瓷艺术，除了认识陶瓷制品本身外，还要充分把握陶瓷古籍这一先民研究中国陶瓷的智慧结晶。清代以前，我国还没有陶瓷专门著述，到了清代，古陶瓷专著陆续问世。这些虽是志在博古的古董家之言，却也不乏学术上的参考价值，由于印数稀少，难于寻觅，广大陶瓷爱好者难得一见。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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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著录vUY万圣书城

陶 纪 略vUY万圣书城

江西省大志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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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等。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南窑笔记》(无名氏),吴骞《阳羡名陶录》,梁同vUY万圣书城

书《古铜瓷器考古窑器考》,朱琰《陶说》,寂园叟《陶雅》,程哲《窑器谈》等。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赵汝...vUY万圣书城

‖蚕桑纺织‖ 《蚕桑梓编》《顾绣考》《释缯》《蜀锦谱》《丝绣笔记》《绣谱》《雪宦绣谱》vUY万圣书城

‖地质地貌‖ 《大清一统志》《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读史方舆纪要》《海涛志》vUY万圣书城

‖建筑桥梁‖ 《长物志》《经世大典》《考工记》《鲁班营造正式》《明会典》《木经》《营缮令》vUY万圣书城

‖民俗艺术‖ 《金石萃编》《长物志》《都城纪胜》《废艺斋集稿》《汉武梁祠画像录》《核工记》vUY万圣书城

‖农业水利‖ 《茶经》《陈旉农书 》《 氾胜之书》《缉古算经》《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禹贡》vUY万圣书城

‖陶瓷古窑‖ 《古铜瓷器考》《景德镇陶录》《南窑笔记》《陶说》《阳羡名陶录》《饮流斋说瓷》vUY万圣书城

‖天文历法‖ 《步天歌》《崇祯历书》《大衍历》《浑天仪注》《开元占经》《灵台秘苑》《夏小正》vUY万圣书城

‖语言文学‖ 《定庵文集》《尔雅》《方言》《广雅》《广韵》《说文》《四书集注》《文史通义》vUY万圣书城

‖自然生物‖ 《救荒本草》《菊谱》《闽中海错疏》《南方草木状》《植物名实图考》《竹谱》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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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歌》　龚鉽vUY万圣书城

《南窑笔记（旧抄本）》　佚名vUY万圣书城

《清高宗御制咏瓷诗》vUY万圣书城

《竹园陶说》　刘子芬vUY万圣书城

《窑器说》　程哲vUY万圣书城

《陶瓷艺人》vUY万圣书城

《三希堂法帖目录（正编续编）》vUY万圣书城

《古月轩瓷考 下》　杨啸谷vUY万圣书城

《古月轩瓷考 上》　杨啸谷vUY万圣书城

《瓷史》　黄矞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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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纪略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著。元代蒋祁著。全书共一千零八十字，记录了景德镇制瓷的各个方面。涉及税收的，如窑按长短收税，匣坯按质决定窑位与纳金。涉及产品销售的，如鱼水纹盌与雪花高足碟，为川广荆湘之所利；马蹄盘、莲花盂、绣花薄唇弄弦盌，为江浙福建之所利；销往两淮地区的都属江广闽浙选剩的次品。所烧器物炉有猊、鼎、彝、鬲、朝天、象腿、香奁、桶子八种式样，瓶有觚、胆、壶、净、桅子、荷叶、葫芦、律管、兽环、琉琍十种式样，涉及原料产地的，精品用进坑石泥，匣钵用马鞍山瓷石，釉料用攸山山槎灰配以岭背釉泥。 此外，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 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都叙述得井然有序。书中还提到与景德镇争夺销售市场的有临川、建阳、南丰等窑。是我国最早瓷器专著，为研究景德镇制瓷工艺的重要资料。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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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宗沐著。共七卷,刻于嘉靖三十五年（1566）。卷七为陶书，分建置、砂土、人夫、设官、回青、窑制、供亿、匠役、柴料、颜色、解运、御供及料价等十三节。其中回青一节介绍产地、等地、炼料方法，以及与石青料三种配合比例，记载颇详；御供一节详列嘉靖八年以后历年供御瓷器数量及器物名称，对于研究嘉靖一朝官窑瓷器的分期很有参考价值。陶书为研究明代景德镇御窑厂提供了珍贵资料。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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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专著。明嘉靖年陆容著。记述龙泉瓷产地有刘田、金村、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辶尧)等处，但后六处在精细与规整方面都不如刘田。又记龙泉瓷釉料都取诸山中，烧木叶成灰后与细白石末合为釉；或拉坯、或模印成型，干后施釉，装入筒形匣钵内装窑；烧柴筿一日夜，到火红无烟时以泥封闭火门，火灭后开窑；以绿豆色莹润无疵者为上品，生菜色次之，上品价高都销往外地。所记颇详尽，烧瓷主要过程无一遗漏，对于研究与了解龙泉窑烧瓷工艺有重要参考价值。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南窑笔记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著。作者佚名。 全书共三十五条。书当刊刻于清乾隆初期。二十八条谈景德镇明清两代制瓷情况。清代部分所谈内容涉及到雍正、乾隆两期，对景德镇仿宋窑、龙泉、钧及明代各窑所用原料，记载颇为详尽；对瓷土、釉料、窑等条亦记之颇详。为研究清代景德镇瓷器工艺史的重要资料。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浮梁县志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清乾隆程廷济著。共二十卷。卷五陶政，专书景德镇烧瓷事宜，前半卷多引自王宗沐《 江西省大志》，陶用回青、官窑、陶匠、色料、陶成供御等节内容与上书大体相同； 后半卷辑录元蒋祁《陶纪略》及唐英《陶成纪事碑》、《陶政示谕稿自序》等有关景德镇的烧瓷记录；卷尾为《陶冶图》二十幅，各附图说，对于了解景德镇宋元以来瓷器生产过程有重要参考价值。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陶冶 图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图。以景德镇瓷器生产过程为画题，共二十幅。旧说唐英绘于清乾隆八年（1743），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等均主此说。据清宫旧藏内务府档案，谓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唐英奏摺曰：“ 四月初八日由内廷交出《陶治图》二十张，着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做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 ， 再将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可见此图乃内廷令唐英按图加以说明，决非唐英所绘，绘者可能是在珐琅作干活的画工。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陶　说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著。 清乾隆朱琰著。共六卷。卷一说今，卷二说古，卷三说明，卷四至六说器。 一、三两卷专说景德镇窑，卷首为陶冶图说，共二十图，从开采石泥到束草装桶，对烧瓷过程叙述详尽，为研究清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重要参考资料。卷二至卷六按窑按器分条叙述，博引群书，但不加评述。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景德镇陶录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著。清嘉庆蓝浦著。郑廷桂补辑。共十卷。有陶冶图说、清御窑厂、陶务，景德镇历代窑考，仿古及杂论等内容。陶务详记了景德镇的十七工与十八作，对研究、了解清代窑业分工有重要参考价值；仿古详列了各种釉色的配方及彩色料，对瓷土、釉料、青料的出产地与精粗记录颇为详尽；历代窑考简单介绍景德镇唐宋至明清各期的瓷窑；杂论汇辑了唐宋以来有关景德镇的文献记载。内容丰富，是研究景德镇瓷业史很有价值的参考书。vUY万圣书城

【《景德镇陶录》】书名。瓷器专著。清代蓝浦著,郑廷桂补辑。书成于清嘉庆(1796～1820)间。全书共分图说、国朝御窑厂恭记、镇窑起源、陶务、景德镇历代窑考、镇仿古窑考、古窑考、陶说杂编及陶录余论...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陶　雅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著。原名《古瓷汇考》。寂园叟著。分上下二卷，共八百八十九条。刊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一物一条，文字简炼，以谈清代瓷器为主，涉及到器物名称、釉色、款识、特征等各个方面，对研究清瓷有一定参考价值，并便于初学者获得鉴定要领。但前后前重复较多，眉目不清，翻检不便。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饮流斋说瓷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瓷器专著。许之衡著。分上下两卷，共十节。成书于二十年代。上卷为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下卷为款识、瓶罐、杯盘、杂具、疵伪。疵伪节主张“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惟能知其疵为伪，而不至为疵伪所欺。”此书眉目清楚，便于索检，文字简练。但考证有失实之处，如年窑应为年希尧误订为其弟年羹尧，康熙中期监窑官臧应选误订为雍乾时人。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文津在线-《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细目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01、宣德彝器谱 （明）吕棠 等撰vUY万圣书城

02、历代名磁图谱 （明）项元汴 撰vUY万圣书城

03、杯史 （清）陈浏 撰vUY万圣书城

04、陶雅 （清）陈浏 撰vUY万圣书城

05、窑器说 （清）程哲 撰vUY万圣书城

06、历代磁器古玩谱 （清）佚名 辑vUY万圣书城

07、陶录余论(仅存卷四) （清）佚名 辑vUY万圣书城

08、景德镇陶录 （清）蓝浦 撰 （清）郑廷桂补辑vUY万圣书城

09、古铜瓷器考 （清）梁同书 撰vUY万圣书城

10、古窑器考 （清）梁同书 撰vUY万圣书城

11、琉璃志 （清）孙廷铨 撰vUY万圣书城

12、浮梁县志陶政 （清）吴允嘉 编vUY万圣书城

13、阳羡名陶录 （清）吴骞 撰vUY万圣书城

14、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 （清）清高宗 撰vUY万圣书城

15、陶说 （清）朱琰 撰vUY万圣书城

16、南窑笔记 （清）佚名 撰vUY万圣书城

17、阳羡茗壶系洞山岕茶系 （清）周高起撰vUY万圣书城

18、陶磁器装饰法 （清）沉明熙 编译vUY万圣书城

19、瓷学 陈孝威 撰vUY万圣书城

20、齐陶存 曾毅公 辑vUY万圣书城

21、铁云藏陶 （清）刘鹗 辑vUY万圣书城

22、瓷史 黄矞 撰vUY万圣书城

23、瓷器概说 郭葆昌 撰vUY万圣书城

24、尊古斋陶佛留真 黄浚 辑vUY万圣书城

25、高昌陶集 黄文弼 编vUY万圣书城

26、陶文编 金祥恒 撰vUY万圣书城

27、竹园陶说 刘子芬 撰vUY万圣书城

28、阳羡砂壶图考 李景康 张虹 撰vUY万圣书城

29、哥窑谱 冒广生 撰vUY万圣书城

30、钧窑考证 荆子久 撰vUY万圣书城

31、建窑考 萨嘉榘 撰vUY万圣书城

32、饮流斋说瓷 许之衡 撰vUY万圣书城

33、古月轩瓷考 杨啸谷 撰vUY万圣书城

34、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 辑 余戟门增补vUY万圣书城

35、季木藏陶 周进考 藏 孙浔 等类次vUY万圣书城

36、修内司官窑图解 朱鸿达 撰vUY万圣书城

37、殷虚出土器物图片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编vUY万圣书城

38、湖南陶瓷玻璃原料研究 湖南工业试验所 湖南大学化学系湖南宝华玻璃瓷器公司vUY万圣书城

39、瓷鉴 佚名 撰vUY万圣书城

40、古窑器论 佚名 撰vUY万圣书城

41、齐鲁古陶存 佚名 辑vUY万圣书城

42、磁考 佚名 撰vUY万圣书城

43、明清各名家沙壶全角集拓 佚名 辑vUY万圣书城

44、陶器杂录 佚名 辑vUY万圣书城

45、茗壶图录 （日本）奥玄宝 撰vUY万圣书城

46、颜料篇 （日本）江守襄吉郎 编vUY万圣书城

 vUY万圣书城

汝瓷有关文献vUY万圣书城

●宋·周辉 《清波杂志》vUY万圣书城

明稗海本 卷中 9页《笔记小说大观》（二）页333，江西广陵古迹刻印社。vUY万圣书城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vUY万圣书城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vUY万圣书城

明津逮秘书本 卷二 17页vUY万圣书城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瓷，以定器有芒也。vUY万圣书城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页23，中华书局，1979年。vUY万圣书城

● 宋· 周密《武林旧事》vUY万圣书城

明宝颜堂秘笈本五一册 卷四 16页vUY万圣书城

高宗幸张府节次略vUY万圣书城

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vUY万圣书城

● 宋·杜绾《石谱》vUY万圣书城

明群芳清玩本 43页vUY万圣书城

汝州石vUY万圣书城

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澈，少有纹理如刷丝，其质颇大，堪治为盘、盒、酒器等。十余年来方用之。vUY万圣书城

●宋 ·叶寘《坦斋笔衡》vUY万圣书城

清说郛本 卷一八 10页vUY万圣书城

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vUY万圣书城

●宋·周密《咸淳起居注》vUY万圣书城

清说郛本vUY万圣书城

淳熙六年（1179年），太上太后幸聚景圆赏牡丹，剪好色样者千朵，安置花架皆是水晶及天晴（青）汝窑金瓶。vUY万圣书城

●宋·欧阳修《归田集》vUY万圣书城

明刻本 卷一一 12页vUY万圣书城

汝窑花觚vUY万圣书城

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vUY万圣书城

●明·曹昭《格古要论》vUY万圣书城

明天顺三年本 卷七 21页vUY万圣书城

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vUY万圣书城

●明·王雄修 承天贵纂《汝州志》vUY万圣书城

《天一阁藏时代地方志选刊》本vUY万圣书城

村店 卷一 13页vUY万圣书城

汝州 瓦窑店在州南十五里………vUY万圣书城

古迹 卷二 9页vUY万圣书城

………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窑已久废。但居民间于地中偶尔掘得，颇以为珍玩焉。vUY万圣书城

●明·李日华《紫桃轩又缀》vUY万圣书城

明刻本 卷一 34页vUY万圣书城

汝窑用玛瑙末作釉，当时止供御，绝难得。余倅汝，仅见温挥使家一小器。vUY万圣书城

●明·王世懋《窥天外乘》vUY万圣书城

纪录汇编本 20页vUY万圣书城

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vUY万圣书城

●明·黄一正《事物绀珠》vUY万圣书城

明万历十九年本 卷二二vUY万圣书城

宋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色，冠绝邓、耀二州者。vUY万圣书城

●明·高濂《遵生八笺》vUY万圣书城

明万历十九年本 卷一四 41年vUY万圣书城

………汝窑余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细小挣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嘴若笔帽，仅二寸，直槊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径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枚，圆浅瓮腹、磬口、泑（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vUY万圣书城

●明·张应文《清秘藏》vUY万圣书城

商务印书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2册vUY万圣书城

卷上 9页vUY万圣书城

●论窑器vUY万圣书城

………汝窑余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乃真也，较官窑质制尤滋润。vUY万圣书城

●明·田艺蘅《留留清》vUY万圣书城

明万历四十二年本 卷六 6页vUY万圣书城

宋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而汝为冠。今河南汝州，色如哥而深，微带黄。vUY万圣书城

●明·谷应泰《博物要览》vUY万圣书城

丛书集成初编本 1560册 卷二 11页vUY万圣书城

志窑器 入官哥窑vUY万圣书城

………汝窑余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vUY万圣书城

●清·王士祯《香祖笔记》vUY万圣书城

清康熙四十四年本 卷一二 3页vUY万圣书城

徐渭墨芍药一轴甚奇恣，上有自题云：“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vUY万圣书城

●清·佚名vUY万圣书城

美术丛书本 四集一辑 312页vUY万圣书城

汝窑vUY万圣书城

北宋出汝州，有深淡月色二种。有有纹片者，有无纹片者，紫泥骨子，釉水肥厚莹润，骨肉泛红色，间有桔皮棕孔。今景德镇仿做用里乐釉天青料少许，以不泥为骨，多鱼子纹者，略得遗意矣，不子素泥也。vUY万圣书城

《百宝总珍集》卷九。vUY万圣书城

●清·宋名立修 韩定仁 屈启贤纂vUY万圣书城

清乾隆八年刻本 卷六 3页vUY万圣书城

古迹vUY万圣书城

汝窑，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幸清河郡王张俊第，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合一、香球一、盏四支、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vUY万圣书城

●清·唐铨衡《文房肆考》vUY万圣书城

清乾隆四十三年本 卷三 30页vUY万圣书城

宋时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屑玛瑙为油，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格古要论》云：“汁中棕眼隐若蟹爪者真”，又云：“无纹者尤好”。说四胡异，此如端溪石子辨鸜鹆眼。眼本石病，得此可研真水坑也，故曰无纹者尤好。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难得。时唐、邓、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vUY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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