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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器磨光是指利用砾石或骨器等工具摩擦半干陶胎表面而使它平滑的工艺。在中国，最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上就

已经使用磨光工艺。如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陶器表面就经过磨光处理，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多数经过磨光处

理，有些陶器的表面光滑几乎光可鉴人（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我

国学者多认为磨光处理是美化陶器的一种工艺。那么，除了具有美化陶器的作用外是否具有其他意义呢？我国陶器实验研究专 

家李文杰 先生提到磨光能使器表质地致密，但没有进行说明和进一步的研究。  

  美国纽约奥尔巴尼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徳怀特·沃勒斯（Dwight Wallace）先生对陶器表面磨光的功能作了深入研究

（Dwight Wallace.“Functional Factors of Mica and Ceramic Burnishing”,载于Gordon Bronitsky.“Pottery technology:Ideas and 

Approaches”.pp33-39.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mcisco ＆London.）。他指出磨光实际上是一种压实处理，即对物体表面施

加摩擦压力，以使黏土微粒有序排列，从而使得陶器表面的反射光线由原来的弥散状态变得集中，便被认为具有光泽。磨光除

了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强化陶器”。  

  徳怀特· 沃勒斯 先生指出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方文明传统中，陶坯的磨光技术已经被陶工淘汰了，所以材料科学方面

的文献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陶胚的磨光技术。他从压力作用下的物体表面比内部收缩小而且是增加强度的来源的事实中预见磨

光具有强化陶器的功能。简单地说，磨光工艺所产生的压应力导致陶坯强度增加，磨光过的陶器比未经打磨的陶器强度大。而

如果陶坯在形成稳定状态之前从压应力状态进入到拉伸应力状态，畸变就会产生，裂纹形成，而且陶器变得易碎。所以未经过

磨光的陶器，即不处在压应力状态，裂纹很快就会产生，或者陶器变得更加易碎。故而静态的压应力不应与同样能起到压力作

用的可导致低塑性的拉伸应力混淆。  

  徳怀特·沃勒斯对磨光工艺强化陶器的实验结果表明：  

  1.陶容器强度来源于陶瓷材料的强度和容器本身形状的结合。  

  2.30多例的两面磨光的红陶圆柱体测试结果表明，磨光红褐陶的平均强度比未磨光的高出28％，磨光浅黄陶的平均强

度比未磨光的高17.3％。对一面磨光的浅黄陶片的测试结果表明，磨光的一面强度大于未磨光面，内壁磨光或内、外壁都磨光

的容器一定会比未经磨光的要坚固，哪怕是仅仅外壁磨光的陶器的强度也大于未磨光的陶器。我们有理由认为任何黏土制作的

陶器表面被压实后将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压应力，从而增加陶器的强度。  

  徳怀特·沃勒斯认为磨光对陶器的强化效果是明显的，至于陶工是出于增强陶器的坚固性还是为了陶器的美观而对陶

器磨光则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比如在Utatlan遗址中发现磨光技术已经在大量的日常生活类陶器中的使用，这些陶器没有其他装

饰，说明磨光工艺的确是为了增强陶器的坚固性而实施的。  

       那么先民们是如何对陶器进行磨光的呢？对此，李文杰先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

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12、139、175页）。他在大溪文化制陶工艺中发现陶衣上面都经过磨光，通过研究他发

现磨光是在给陶坯涂陶衣之后，乘坯体将干未干时用坚硬而光滑的工具如骨器或河卵石在器表上进行滚动摩擦或滑动摩擦，使

器表（尤其是陶衣）的矿物晶体沿着工具用力的方向重新排列，从而提高器表的致密度，陶衣本身也就成为坯体的有机组成部

分，因此可以说磨光是最后一次利用泥料的可塑性美化陶器外表。  



       他通过模拟实验发现了对陶坯作磨光处理的最佳时机。他发现在陶坯将干未干时涂刷泥浆，坯体具有吸附泥浆的能

力。泥浆与坯体同时干燥收缩，陶衣上没有出现裂纹。在坯体太湿时涂抹泥浆，陶坯吸附泥浆的能力很小而且还会使坯体增加

水分后容易变软而变形。而在已经干燥的坯体上涂抹泥浆，使陶坯立即发生湿膨胀、变形、变酥和开裂现象，而泥浆干燥收缩

后呈龟裂状。他指出应该在涂刷在陶坯上的泥浆干燥后，打磨器表。根据陶器上留下的清晰的横向磨光痕迹可以推测磨光的具

体方法，先在陶器的一个侧面横向磨光，然后转动一下，对第二个侧面横向磨光，以后依此类推，对第三个、第四个侧面磨

光，直到陶器所有表面都打磨后才结束。磨光的痕迹呈线条状，是磨光工具与坯体的接触面不大所致，推测磨光工具是坚硬而

光滑的圆球形河卵石。  

       他在实验中还发现陶衣的光泽取决于打磨的程度以及打磨时器表的干湿程度。他在对西藏拉萨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陶器

的模拟试验中，发现磨光之后坯体表面的亮度（反光强度）与四个因素有关。第一，与黏土颗粒粗细有关，颗粒越细表面越

亮。第二与磨光时坯体的含水量有关，在适宜的含水量范围之内，坯体稍干稍硬一些可用较大的力气进行磨光，致使坯体表面

具有较高的致密度和亮度。第三与磨光的工具有关，工具越坚硬而光滑，坯体表面的亮度较高。第四与磨光的方向有关，方形

一致亮度较高，方向错落亮度较低。这些因素都考虑周到，才能达到良好效果。  

  磨光工艺是陶作工艺水平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之一，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常常出土大量磨光陶器，它应该是

先民们有意识美化和强化陶器的结果。笔者认为，今后要加强磨光工艺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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