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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青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促进青瓷领域的研究发展，对我国青

瓷领域的发展现状和热点进行总结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SCI、CSSCI 及北大核

心期刊为对象，运用文献分析软件 CiteSpace 5.7 对我国青瓷领域近 30 年的作者合作、相关研究热点

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呈现和分析。结论 我国青瓷领域发文量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作者和机构

在该领域的研究受青瓷地域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分布；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青瓷基本信息描述、历史

及文化内涵、国内外影响和微观分析四个方面；发展趋势总体呈现从宏观到微观、从个体研究到整体

联系、从传统文化保护到文化传播弘扬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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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ladon is a vital carrier of Chinese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ork aim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

ment status and hotspots of the celadon field in China to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ladon 

field. According to SCI, CSSCI and Peking University core journal in CNKI database, CiteSpace 5.7 was applied to visu-

alize and analyze author collaboration, relevant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eladon field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In the summary,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volving celadon field fluctuates and rises in China. 

Also,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f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display obvious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fluenced by celadon regio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include description on basic information of celad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

nota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micro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reveals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macro to micro, from individual research to macrocosm connection,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to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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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目前发现 早的原始

青瓷残片源于湖州德清窑，正是德清窑的发展为后来

越窑青瓷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由于政治上的原

因，德清窑的工匠于春秋末期开始纷纷流向了以今绍

兴一带为中心的越国[1]。基于对德清窑技术的传承发

展，越窑青瓷在唐代达到了工艺水平的顶峰，以秘色

瓷的创制 具代表性。在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由于自

身发展的竭泽而渔以及与农业发展的冲突而逐渐式

微，龙泉青瓷凭借自身优势开始发展壮大，于北宋晚

期形成了南方青瓷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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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龙泉青瓷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开始复烧，其成品可

以与南宋鼎盛时期相媲美；杭州 G20 峰会上青瓷亦

作为国礼赠予国际友人。由此可见，青瓷的发展并非

偶然，它与地域文化及技艺的传承发展密切相关，在

不同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替代

的地位。 

青瓷知识体系繁复，其中基于青瓷本体的研究可

分为基本信息、造型知识、功能知识、技术知识、文

化知识五大方面[2]。青瓷的基本信息主要来源于考古

学及博物馆馆藏信息等；其造型知识包含器型、纹饰、

色彩三个方面，是功能知识、技术知识、文化知识的

表现载体，在青瓷本体知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可以看到，目前对于青瓷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且具

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但研究数据的激增也暴露出表

示方式不统一、信息孤立等一系列问题。基于青瓷

的研究现状，有必要对青瓷的研究发展路径进行梳

理并加强青瓷知识之间的关联性，以期为后续的研究

提供参考。 

1  青瓷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CNKI，为了保证文献数据的

研究价值和权威性，搜索以“青瓷”为主题的 SCI、

CSSCI、北大核心论文作为本文分析的文献对象，并

对这些文献进行手动筛选，删除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

性文献，在 CNKI 中对于北大核心期刊的划分始于

1992 年，因此本文的检索时间范围为 1992—2021 年，

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 终检索到有

效文献 1 167 篇。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以文献为主的科学计量分析方法，该方

法属于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范畴（Mapping Knowl-

edge Domains，MKD）[3]。MKD 的优势在于可以应

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来分析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发展趋势，其中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 软

件在 MKD 图谱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4-6]。 
 

本文运用 Citespace5.7 对青瓷研究领域的相关文

献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生成“作者合作图谱”“作

者的发文量频次表”“关键词聚类图谱”及“关键词

共现频次表”等，总结出当前青瓷领域的研究热点、

发展与演进，从而为未来青瓷领域的研究提供研究

方向。 

2  图谱构建与分析 

2.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图 1 是青瓷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体变化趋势，从图

中可以看出近 30 年的青瓷研究热度总体呈现出波动

上升的态势。青瓷年度发文量在 2000 年以前呈现出

大幅波动趋势，这主要与考古挖掘的实际情况有关。

在青瓷领域新技术应用和学术界热烈探讨的氛围下，

青瓷期刊发文从 2005 年（21 篇）开始呈现出迅速上

升的态势，于 2010 年（63 篇）以后持续保持发文量

的高位。发文量于 2014 年（48 篇）小幅下降，2016

年（64 篇）回归增势，这与国家文物局在“十三五”

规划下提出在数字化的帮助下让文物活起来，对文物

包括青瓷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激发了学者

的研究热情，巫斐然等[7]基于本体论的方法对龙泉青

瓷的烧制技艺进行了数字化档案构建；李学忠等[8]通

过数字化的温控解决方案提高了龙泉青瓷的烧制成

品率，减小了工人劳动强度；林莹莹等[9]应用虚拟现

实技术研发了一套陶艺体验系统，使用户可以突破物

理条件的限制，在线体验陶艺制作的乐趣。国务院办

公厅于 2021 年 11 月印发了“十四五”背景下文物保

护和科技创新的新规划。可以预测，在国家政策引导

和互联网技术革新的双重推动下，青瓷的研究将继续

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并在传统保护的基础上朝着数字

化、多元化等新的方向延伸。 

2.2  作者合作图谱构建与分析 

通过作者合作图谱的构建可知作者相互合作的

关系。运行 Citespace 5.7，设置时间切片为 1 年，设

定节点类型参数为作者，得到的作者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其发文量频次大小排序如表 1 所示。 

 

 
 

图 1  青瓷年度发文量图 
Fig.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celadon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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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瓷作者合作图谱 
Fig.2 Cooperation map of celadon author 

 
表 1  青瓷作者发文量频次表 

Tab.1 Publication frequency of celadon author 

序号 
发文 

频次 

中介 

中心性 
作者 所属机构 

1 23 0.01 吴军明 景德镇陶瓷大学 

2 22 0 吴隽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17 0.02 丁银忠 故宫博物院 

4 16 0 李其江 景德镇陶瓷大学 

5 14 0 张茂林 景德镇陶瓷大学 

6 12 0 李国霞 郑州大学 

7 12 0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 

8 11 0.02 周少华 浙江大学 

9 11 0.02 郑建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复旦大学 

10 10 0.01 孙新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1 10 0.01 沈岳明 中国考古协会 

12 10 0 秦大树 北京大学 

13 9 0 冯松林 长春理工大学 

14 9 0 李合 故宫博物院 

15 8 0 董补顺 南京市博物馆 

 

从图 2 中发现，青瓷领域作者的发文与合作主要

呈现 5 个明显的聚类，各聚类内部合作关系密切。其

中 大的作者研究聚类是以丁银忠（17 篇）、王光尧

（12 篇）、郑建明（11 篇）、沈岳明（10 篇）为代表

的龙泉窑聚类；第二聚类是以李国霞（12 篇）、孙新

民（10 篇）为代表的中子活化分析聚类；第三聚类

是以吴军明（23 篇）、吴隽（22 篇）、李其江（16 篇）

为首的热膨胀系数聚类，其中吴军明在青瓷作者合作

知识图谱中具有 高的发文数量；第四聚类是以周少

华（11 篇）作者为首的银沟遗址聚类；第五聚类是

南京市博物馆聚类，以董补顺（8 篇）作者为代表。

中介中心性表示某个节点在图谱中联结其他节点的

中介能力，其联结能力越强则中介中心性越高。表 1

中吴军明、丁银忠、周少华、郑建明、孙新民、沈岳

明作者的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01、0.02、0.02、0.02、

0.01、0.01，从聚类间的联系角度进行分析，丁银忠、

孙新民、吴军明三者的发文关系显示了第一聚类、第

二 聚 类 和 第 三 聚 类 之 间 紧 密 的 合 作 关 系 ； 周 少 华

（0.02）也通过与郑建明（0.02）的合作建立了第一

聚类和第四聚类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南京市博物馆

聚类的研究相对独立，并未与其他聚类作者建立一定

的合作关系。这些学者通过不同科技手段对青瓷的微

量元素和工艺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对青瓷器的断代和

起源传承关系问题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从表 1 中作者的所属机构来看，景德镇陶瓷大

学、故宫博物院、郑州大学、浙江大学及南京博物院

分别代表了不同聚类中的研究主力机构。景德镇陶瓷

大学 [10-11]着重于不同地域之间青瓷的美学对比研究

和艺术赏析，与浙江大学[12-13]都对青瓷的胎体釉料和

制作工艺方面有所研究；故宫博物院[14]通过自己的博

物资源及技术力量对中国陶瓷史上悬而未决的传世

哥窑问题进行了总结；郑州大学的青瓷研究主要针对

的是河南宝丰清凉寺和张公巷窑等地区；南京博物院

的青瓷研究主要围绕南京周边地区的考古情况展开，

可以看到，青瓷产地的地域性特点也是研究聚类产生

的原因之一。此外，浙江理工大学[15-16]着重于新技术

背景下的青瓷创意性设计研究；丽水学院[17-18]近年来

除了对青瓷本体进行研究外，还着重进行了对外传播

路径和商业模式的探讨，其重点在于龙泉青瓷。 

综上所述，作者合作图谱表明青瓷领域的作者研

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聚集趋势，聚类内部合作紧密，

以丁银忠、李国霞、吴军明等为首的学科带头人因地

制宜，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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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郑健民、周少华等作者通过自身努力加强了不

同聚类之间的研究合作，为青瓷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 

2.3  关键词的共现及聚类图谱构架与分析 

共现分析是对文献的特征项所描述的信息同时

出现现象的定量研究，能够揭示出信息的内容关联和

特征项所隐含的知识[19]。在 Citespace5.7 软件中，设

置时间切片为 1 年，设定节点类型参数为关键词，采

用路径寻找、切片网络修剪和合并网络修剪的算法进

行视图显示。对选取的 1 167 篇文献进行数据处理，

发现在青瓷领域内共有 698 个关键词，其中高频关键

词 46 个，如表 2 所示。 

关键词聚类把联系紧密的关键词聚为一类并形

成研究类团，通过对青瓷聚类的研究分析可以宏观地

把握青瓷的不同研究模块和方向。青瓷聚类视图的绘

制如图 3 所示，其 Q 值为 0.854 4，大于 0.3，S 值为

0.956 2，大于 0.5，表明该聚类图谱社团结构显著，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聚类图谱可知，共形成 19 个

聚类群：#墓葬形制、#原始瓷器、#土墩墓、#龙泉青

瓷、#古陶瓷、#龙泉窑、#唐代、#北宋时期、#秘色

瓷、#化妆土、#瓷器、#《格古要论》、#青瓷、#中子

活化分析、#青瓷器、#中国古代陶瓷、#五大名窑、#

显微结构、#元代瓷器，其所形成的聚类模块与关键

词共现频次排序具有较高的契合度。 

表 2  关键词共现频次表 
Tab.2 Co-occurrence frequency of key words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龙泉青瓷 91 24 印纹硬陶 9 

2 青瓷 83 25 《茶经》 9 

3 原始瓷 56 26 中子活化分析 9 

4 发掘简报 51 27 假圈足 9 

5 龙泉窑 45 28 六朝 9 

6 秘色瓷 34 29 张公巷窑 8 

7 瓷器 31 30 显微结构 8 

8 耀州窑 27 31 宋代 8 

9 青白瓷 19 32 古陶瓷 7 

10 上林湖 19 33 中国瓷器 7 

11 青瓷器 18 34 券顶砖室墓 7 

12 景德镇 17 35 东晋 7 

13 墓葬形制 17 36 白瓷 7 

14 原始青瓷 15 37 化妆土 7 

15 墓葬 15 38 土墩墓 7 

16 edxrf 13 39 秘色瓷器 7 

17 中国古陶瓷 11 40 北宋官窑 7 

18 砖室墓 11 41 方格纹 7 

19 高丽青瓷 11 42 发掘报告 6 

20 化学组成 10 43 六朝青瓷 6 

21 随葬器物 10 44 随葬品 6 

22 唐代 10 45 传承 6 

23 越窑 10 46 南宋官窑 6 

 

 
 

图 3  关键词聚类网络 
Fig.3 Clustering map of key words 

 
 

通过对上述关键词共现和聚类的整理归纳，可以

得出青瓷文献的热点研究范围主要在以下 4 个方面：

典型时期代表性青瓷的基本信息描述，青瓷所属时期

的历史考证及文化内涵，青瓷器的国内外影响，基于

现代技术的青瓷器微观分析。 

2.3.1  典型时期的代表性青瓷 

在青瓷的类别上，原始瓷（56 次）、秘色瓷器（34

次）和龙泉青瓷（91 次）是当前学者热议的主题，

其分别代表了青瓷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原始青瓷发源

于以湖州德清一带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20]。吴隽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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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浙江德清冯家山、亭子桥、火烧山窑址出土的

陶瓷标本进行分析，对原始青瓷和成熟青瓷的时间界

定这一学术界热议话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究。“秘色瓷

器”是唐代中晚期越州用作土贡的宫廷用瓷，其天青

色等烟雨的优美意境代表了越窑烧制技艺的 高水

平。于 2015 年开始发掘的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解答了

秘色瓷产地来源模糊的问题，同时也是对陕西法门寺

秘色瓷器来源的佐证。“龙泉青瓷”在代表性青瓷中

具有 高的研究热度。作为越窑青瓷式微后的接续发

展者，其在吸收了南北青瓷烧制技艺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成为中国各个朝代青瓷发展创新的集大成者。不

仅仅局限于当世的璀璨，龙泉青瓷优秀的文化底蕴为

如今的设计审美也提供了诸多参考价值[22-23]。 

2.3.2  青瓷所属时期的历史考证及文化内涵 

Citespace 所绘制的知识图谱代表了一个客观知识

世界，其可以分为一阶科学和二阶科学两个层次[24]：

“一阶科学”表示的是通过思维从物理世界所获得的

科学知识，“二阶科学”包括对科学的认识和计量。

用可视化的形式来表达物理世界中“一阶科学”是

Citespace 所具备的功能，而以更高抽象程度的“二阶

科学”范畴来反映物理世界的本质是 Citespace 的意图

所在。除了青瓷本身所表征的物理信息以外，通过知

识节点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信息也是当前学者研究青

瓷领域的热门所在。关键词“墓葬（14 次）”“墓葬

形制（13 次）”““砖室墓（11 次）”均具有较高的共

现频次，一方面关键词作为历史考证详细记载了青瓷

的出土信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青瓷所包含的宗教属

性，其在南北朝时期主要作为明器使用。除了南北朝

青瓷的宗教属性，其形制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社会风气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关键词“茶经”

出现频次为 9，《茶经》是唐代陆羽编撰的一本书籍，

其对茶的起源与鉴别，以及青瓷茶具的种类进行了详

细的论述，得益于《茶经》的推崇，饮茶活动从权贵

阶级的专享逐渐演变成全民的休闲享乐活动。饮茶方

式也从简单的羹食式的煮茶法转变为更注重品味和

生活情趣的点茶法而沿用至今。可以看到，人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青瓷器的精细化

提供了动力。 

2.3.3  青瓷的国内外影响 

青瓷作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贸易载体在国内外

物质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王芬等[25]将高

丽青瓷与中国各个窑口的青瓷进行了釉色釉质和微

观结构的比对分析，总结出高丽青瓷亲切可人，中国

青瓷大气典雅的结论，两者都各自遵循了自身传统文

化的美学法则。成高韵等[26]结合了宋朝时期我国对高

丽时期朝鲜半岛政治及宗教影响的背景，以高丽青瓷

鼎形炉为代表，通过对其形制及纹样的探究为张公巷

窑出土器物考证困难的问题提供了佐证。“高丽青瓷

（11 次）”是韩国高句丽王朝与中国唐宋时期物质文

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在吸收中国南北窑技艺和形制

的基础上创造了自身独特的艺术工艺——镶嵌青瓷，

不仅是自身工艺水平的展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交融

的结果。 

2.3.4  基于现代技术的青瓷器微观分析 

要准确判别青瓷器的年代及研究不同地域青瓷

器的联系与区别，除了通过铭文和形制的观察方式

外，更需要借助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edxrf（13 次）”

“中子活化分析（9 次）”“化学组成（10 次）”在表

2 中都具有较高的共现频次。从图谱中可以看到，古

陶 瓷 化 学 组 成 的 检 测 分 析 主 要 有 中 子 活 化 分 析 和

edxrf 这两种方法。李国霞等[27]运用中子活化分析和

模糊聚类的方法对古耀州内部窑口的瓷胎成分进行

了比对分析，揭示了其原料产地之间的联系，张奇伟

等[28]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南宋官窑的瓷胎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耀州窑和南宋官瓷胎的原料产地彼此独立。

edxrf 中文名称为偏振激发 X 射线荧光光谱法，其相

较于中子活化分析具有便捷、无损、高精度等优势。

周少华等[29]应用 edxrf 方法对来自南宋官窑窑址和龙

泉古窑址的 14 个青瓷样品进行了元素比对分析，其

成果见刊于 2008 年，研究结果表明 edxrf 方法是一种

更为理想的文物研究和鉴定的科学分析手段。李苏贵

等 [30]用此方法将北京张家湾出土的龙泉古瓷与南宋

时期龙泉窑具体窑口的青瓷进行了比对分析，结果表

明多数张家湾出土的龙泉古瓷可能来自于南宋时期

的龙泉大窑。从图 4 可知，这两种方法在 2008 年都

有 2 篇发文量，在应用时期上有一个顺承关系，此后

中子活法分析方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陶瓷界被

edxrf 方法所取代，从图谱中可以看到古陶瓷研究的

技术演进。 
 

 
 

图 4 “中子活化分析”及“edxrf”关键词时间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of key words about "NAA" & "edxrf" 

 
基于关键词共现频次表（见表 2）和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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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见图 3）归纳概括了青瓷领域四个的研究热点。

基本信息的确认考证是青瓷研究的基础；依托于基本

信息的考证，科技手段的进步帮助学者更为详细地对

青瓷展开分析，从而了解时代背景，挖掘背后的文化

价值，便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经验。 

3  发展趋势分析 

凸现词是指该研究领域某一时期内呈爆发性增 
 

长的关键词，通过凸现词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该研究领
域 的 整 体 动 态 演 变 。 在 原 有 图 谱 的 基 础 上 ， 选 择
Burstnessk 面板，将 8[0,1]选项调整为 0.7，调整 短
凸现时间为 2 年，以保证凸现词显示的合理性，生成
的青瓷凸现词分布图如图 5 所示，红色区段是某个关
键词的突变时间段。通过青瓷凸现词分布图，可以观
察到国内青瓷研究热点存在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个
体研究到整体联系、从传统文化保护到文化传播弘扬
的变化趋势，一共可分为三个阶段。 

 
 

图 5  青瓷凸现词分布图 
Fig.5 Distribution of highlight celadon words 

 

3.1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 

2000 年以前，出现的凸现词有“假圈足”“黄色

釉”“青瓷器”“影青瓷”“原始青瓷”“盘口壶”“六

朝青瓷”“秘色瓷器”“原始瓷”“化妆土”，其主要可

分为青瓷类别所属和青瓷形制两大方面，其中对于青

瓷形制描述的关键词占六成。“影青瓷”“原始瓷器”

“六朝青瓷”“秘色瓷器”凸现词的出现代表的是在

青瓷研究领域初期基于出土文物青瓷类别所属的考

证。“假圈足”是青瓷器的足部形式之一，“黄色釉”

是青瓷器的一种初始釉色，两者作为青瓷早期文物挖

掘的判定依据，在初始阶段具有较高的凸现度。六朝

时期是青瓷的全面发展时期，“盘口壶”这一青瓷器

型在六朝时期中 具代表性，其凸现时间与“六朝青

瓷”的凸现时间相吻合。“化妆土”是婺州窑窑工在

地域自身陶土品质限制条件下的工艺创新[31]。作为一

种常用的陶瓷装饰性材料，其在黄堡窑（耀州窑前

身）、辽瓷等胎土不纯的地区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可

以看到，由于技术手段及样本的限制，研究人员在此

阶段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青瓷的挖掘和清理等考古方

面的工作，对于青瓷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青瓷的形

制、纹饰等方面。受限于考古资料不全面，对青瓷基

本信息的人为判别较为零散、模糊。 

3.2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 

“砖室墓”和“发掘报告”凸现词的出现承接了

初始阶段青瓷的原始资料挖掘。“中子活化分析”作

为应用于青瓷化学组成分析的技术手段而出现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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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现词中，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对青瓷成分进行更为精

细的分析，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张公

巷窑”一词的凸现时间段为 2007 年至 2010 年，这与

“张公巷窑”于 2004 年被挖掘，2006 年被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名录的时间节点相承接。唐俊杰等 [32]

在张公巷窑与汝窑、南宋官窑青瓷的比对差异中，推

断出张公巷窑更有可能是金代海陵王慕汉行为下的

产物，而不是简单地对南宋官窑的仿制。除了国内青

瓷的地域联系之外，“高丽青瓷”凸现词的出现也反

映了我国青瓷在海内外的影响。在初始阶段的研究基

础上，发展阶段青瓷研究领域的重心逐步从原始史料

的考证转变为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厘清各个窑址及地

区之间的发展关系，为青瓷领域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3.3  第三阶段：兴盛阶段 

从凸现词“龙泉青瓷”“越窑”“景德镇”“婺州

窑”“耀州窑”“龙泉窑”中可以看出，在青瓷考古资

料挖掘和脉络关系整理的基础上，其中有代表性的窑

址和青瓷种类在传统保护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定程度

的地域性品牌打造和文化弘扬。“龙泉青瓷传统烧制

技艺”于 2009 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雨过天青”青瓷艺术

展的成功举办更让世界领略了龙泉青瓷的优秀文化

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这两次标志性事件激发了学者群

众对龙泉青瓷的学习和研究热情，与“龙泉青瓷”和

“龙泉窑”凸现词的凸现时间相呼应。在越窑青瓷方

面，在 2021 年 9 月 1 日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中，

慈溪市拓展延伸了“秘色瓷都、智造慈溪”城市品牌

建设内容，对越窑青瓷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景德镇方面，《大瓷商》《景德镇》等电视剧的

出版亦从影视文学的角度对景德镇的瓷文化以及人

文气息进行了刻画；2017 年《归来丝路瓷典》展览

以涵盖青瓷种类的外销瓷为媒介，向世界展示了海上

丝绸之路一带中国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在婺州窑方

面，陈新华老师作为婺州窑烧制技艺传承人对婺州窑

的恢复和宣传工作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周少华

等 [33]提出在婺州窑的传承发展路径中应巩固自身的

独特风格，在技术创新的方式下应做到拥抱市场，雅

俗共赏。在耀州窑方面，汪阳坤等[34]指出在传统魅力

已不能满足当代市场喜好的情况下，耀州窑的发展应

当突破过去成绩的桎梏，解放思想，加强交流，激发

年轻人生产投入的热情，创造契合时代、满足当代审

美的新作品。可以看到在青瓷的兴盛时期各地既有成

果总结，也有要求提出，都结合自身地区的青瓷发展

情况进行了新的规划。 

4  结语 

本文以 CNKI 中 1992—2021 年青瓷领域的 1 167

篇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文

献挖掘和信息可视化，形象直观地展示了青瓷研究的

状况和热点，得出以下结论： 

1）年度发文量表明我国青瓷领域研究总体呈波

动上升态势。可以预测在国家政策引导和互联网技术

革新的双重作用下青瓷研究将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并

朝数字化、多元化等方向延伸。 

2）作者合作图谱中作者的发文与合作主要呈现

5 个明显聚类，且各聚类内部合作紧密。作者所属研

究机构受青瓷的地域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分布。丁

银忠、孙新民、吴军明等人在不同聚类之间的联系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青瓷领域的研究应当巩固并加强跨

区域的合作，有利于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3）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表明青瓷领域的研究

热点主要包括青瓷基本信息描述、历史及文化内涵、

国内外影响和微观分析四个方面。基本信息的考证是

青瓷研究的基础，科技手段的进步帮助学者更为详细

地对青瓷展开分析。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厘清各个

窑口、瓷种之间的承接关系，丰富其中的史实及文化

内涵是青瓷领域持之以恒的研究方向。 

4）凸现词分布图表明青瓷研究热点存在一个从

宏观到微观、从个体研究到整体联系、从传统文化保

护到文化传播弘扬的变化趋势，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研究者主要通过主观识别的方式对青瓷进

行瓷种类别所属和形制判别；发展阶段研究者在初始

阶段的基础上着重于各地区青瓷发展关系的研究；兴

盛阶段人们在青瓷传统保护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定程

度的地域性品牌打造和文化弘扬。在坚定文化自信的

大背景下，树立和发展各类青瓷的地域性品牌形象既

是当务之急也是时代所需。需要从青瓷的演变中感悟

时代背景，解读古人造物用物的智慧及精神追求，并

拓展其在当今时代的应用意义与价值。 

本文青瓷知识图谱的构建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

度，对青瓷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横向和

纵向的分析，但其在深层次的语义关系挖掘方面还有

待加强，因此，基于青瓷本体知识的知识图谱构建尤

其是基本信息的构建是下一步所要解决的问题，以求

更深层次地挖掘瓷种的内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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