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邓睐县固骚瓦窑山

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邓味县文物管理所

固骚瓦窑山古瓷窑遗址是邓州窑 简称邓窑 的四大古瓷窑遗址 〔均之一
,

是四川青瓷窑

系 又名邓窑系 中时代较早
、

地方特色较明显
、

承先启后作用较突出的重要遗址
,

在四川

陶瓷发展史及古陶瓷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

为使此窑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

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与邓昧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此窑址进行了发掘
,

现将发掘情况简略报导于后
。

一
、

地理位工

邓睐
,

古称临邓
,

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 公元前 年
,

秦相张仪与蜀郡太守

张若筑城
。

南朝 肖梁起始称邓州
,

辛亥革命后
,

民国初年始改邓睐
。

现之邓睐乃古邓州地
,

“
邓窑

” 之名依此而得
。

固释乃古之释站
,

今 已成邓睐县之重要集镇
,

位于邓睐县城东南
、

川藏公路成 都 邓

邓睐 段南侧
,

与邓睐县城相距约十二公里
。

窑址在固释镇东南约一公里处之固释乡公义

村二组境内
。

其地北临大南河
,

西依五面山
,

邓 邓睐 新 新安 公路经邓睐玻璃厂穿遗

址而过
。

窑址面水背山
,

依山而立
,

现存窑包两个
,

面积约 平方米
。

在窑址范围内
,

窑具瓷

片遍地 皆是
,

举手可得
,

俯首可拾
,

故有
“ 瓦窑山” 之称

。

二
、

发掘经过

固释瓦窑山古瓷窑遗址古无文献记载
,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
,

四川全省文物普查时始被发

现
,

徐鹏章同志在 《川西古遗址调查 》 一文中有粗略介绍〔幻
。

其后
,

故宫博物院
、

四川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
、

四川省博物馆
、

四川省古陶瓷编写组
、

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又作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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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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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
。

左

阅 移』
切似

丫

调查
,

初步认定这是一处科研价值较高的古代瓷窑遗址
,

并在 《中国陶瓷史 》 〔 〕
、

《四川古

陶瓷研究 》 〔 〕等书中对其价值作了充分肯定
。

遗憾的是当地群众对其重要性
、

科研价值认识

不足
,

加之保护
、

管理不善
,

宣传不够
,

因而造成工厂建厂占用窑址
,

村民修房侵吞窑址
,

山地塌方毁坏窑址
,

人为和 自然破坏都较严重
。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个重要窑址
,

年初
,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申报了这个抢救性发掘项 目并获准
。

同年 一

月发掘
。

这次发掘得到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
、

协助
,

工作进展顺利
,

短期内在发掘面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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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旦里丝旦旦要互鱼坐直堂登遗丝鲤担遨皿

足 平方米的范围内
,

清 理 出

龙窑一座
,

解剖窑包二个
,

采集瓷

器
、

窑具等标本两千余件
,

同时

还获得有关装烧
、

造型
、

装饰等

工艺方面的一批资料
,

取得了较

为理想的收获
。

三
、

窑炉

囚̀

叫洲迎

迎姗瑕鸳象
炸翻叙谬不日

瞳阵困期彰洲卜口忍

窑炉 编号 位于

窑址北侧之五面山麓
。

炉身顺坡

而上
,

形似长龙
,

故以 “
龙窑

”

名 之
。

一 窑炉形制
、

结构

窑炉呈长条形
,

长
、

宽

忍一 米
。

炉身上部塌陷
,

高度

及炉顶结构不明
。

方向
。 。

炉壁

用砖坯砌筑
,

上部垮塌
,

仅存近

底部分
,

残高 一。 米
。

炉

底前低后高 高差 米
,

自

成斜坡
,

坡度在
“

一
“

之

伺
。

窑头至窑尾的水平 距 离

米
。

这座 窑炉虽然垮塌严重
,

但

其总体结构及各主要部分仍可在

残存的遗迹 中看出
,

它 包 括 火

膛
、

火厢
、

窑床
、

烟道等部分 图

二 图版拾叁
,

火膛位于窑炉前端
,

平面呈

长方形
,

长
、

宽
、

残高

一 米
。

火膛四 壁 均用长

方形砖坯砌筑
,

内壁抹泥
,

泥层

厚 一 。 米
,

由于在高温的

长期烧
、

烤下
,

砖坯已变成红褐

色
,

壁之抹泥 已全部烧结
,

质坚

不不 , 婴 , ,,

冬冬 瑕 迎
一 '

。。 鑫篆象
门门 旧 因 军军

目目
七七

昌

一 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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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黑
。

火膛底部用泥沙铺盖
,

夯筑
,

厚 一 米
,

亦烧结而成光
、

平的硬面
,

在硬面上

尚残留部分灰烬和少许木炭
。

火厢紧接火膛
,

火厢底高出火膛底 米
。

火厢是为增加窑温
、

补充火膛火力之不足而

增设 的燃烧室
,

较火膛稍大
,

平面亦呈长方形
,

长
、

宽
、

残高。 一 。 米
。

火厢

壁
、

底的结构和烧结情况与火膛相似
,

底之光
、

平硬面上亦有灰烬和木炭残存
。

窑床 亦称窑室 与火厢相连
,

高出火厢底 米 窑床平面呈长 条 形
,

长
、

宽
、

残高。 一 。 米 床身两壁顺坡而上
,

用长方形砖坯平
、

竖交错堆砌而成
,

内壁 抹

泥
,

厚 一 米
,

经长期高温焙烧
,

砖坯 已成红褐色
,

壁上之泥层 已烧结
,

表面积聚厚

厚一层与
“

釉结
”

相似的墨绿
、

紫褐
、

乳白色玻璃状结晶体 俗称
“ 窑汗

” 、 “ 窑腊
” ,

厚

度约在 一 厘米之间
。

窑床底部斜平
,

前段坡度较缓
,

后段坡度逐渐增大
。

窑底铺沙
,

沙层

厚约 厘米 这种铺沙的窑底称为
“ 软底 ” ,

在沙面上和沙层 中出土部分瓷器残片和窑具等

遗物
。

烟道在窑炉尾部
,

长方形
,

长
、

宽
、

残高 一 。 米
。

烟道与窑床连接处有

一道砖墙痕迹
,

似为隔墙
。

烟道后端靠近左
、

右壁处各存一个排烟孔
,

在左
、

右排烟孔之间

尚存排烟孔遗痕
,

根据遗痕可推知此窑炉有七个烟孔
,

呈一字形排列
,

间距约 米
。

烟道

内烟熏痕迹明显
,

烟孔中烟臭较厚
。

二 窑炉的堆积

窑炉堆积除窑底 残存炉壁里 之外
,

上面还有炉子垮塌叠压的一部分
,

共 有 三 层
。

图二

第一层为红色耕土层
,

厚 一 厘米
,

包含物有近现代砖瓦和乾隆
,

光绪通宝钱等

第二层为文化一层
,

厚 一 厘米
。

土色红褐
,

土质坚硬
。

包含物中
,

绝大部分是窑炉

垮塌下来的土砖坯和烧结土块
,

少许瓷片
、

窑具混杂其间 ,

第三层为文化二层
,

厚 一 厘米
,

全是窑炉废弃时残留在炉内的堆积
。

火膛
、

火厢部

分除有部分灰烬
、

木炭外
,

还有少量瓷片
、

窑具
,

窑床的橙黄色炉沙层里包含 有 破
、

残 瓷

器
、

窑具和瓷片
,

烟道部分的黑灰色泥 层中亦混 杂有少许瓷片
、

窑具
。

三层下为红褐色生土

层
。

三 窑炉 内的遗物

窑炉内出土的遗物较少
,

在清理整个窑炉的过程中
,

共采集破残瓷器
、

窑具和瓷片等

件
,

修复成形的仅有 件
。

从采集的这批瓷器
、

瓷片观察
,

此窑炉所烧制的瓷器品种单一
,

都是生活用具
,

主要产品为碗
、

豆类
,

杯
、

盘类次之
,

钵
、

罐类很少
。

采集的窑具中没有匣

钵
。

支钉
、

垫柱较多
,

垫板
、

垫圈较少 以下就瓷器
、

窑具分介于后

瓷器

碗 件
,

可分二式

式 件
,

修复成形
。

口微侈
,

深腹
,

饼足微外撇 足心内凹
。

红褐色胎
,

青灰色釉
、

一 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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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隔琳才

图三 窑护内出土瓷器
式碗 式碗

式碗 式碗

豆
,

式杯

式杯 盘 一

林 幼

标本
,

碗身瘦高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多 标本
, ,

碗 身 较
,

矮胖
, 口径 一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三
, , 图版拾叁

,

标本
,

,

碗身间于前二标本 之间
,

饼足心划圆圈纹一周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 米 图三
,

。

五式 件
, ,

修复成形
。

敞 口
,

圆腹微鼓
,

饼足外撤
,

足心内凹
。

碗内

壁近 口 沿处饰凹弦纹一周
,

内底有五齿支钉痕
。

砖红胎
,

青中泛绿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三
, 多 图版拾叁

, 。

豆 出土的残器
,

残片较多
,

修复成形的只有 件
,

器形完全相同
。

标本
, ,

豆盘为敞 口
、

圆唇
、

曲腹
、

内底平坦
,

饰凹弦纹一周
,

外底下突与喇叭形圈足相接
,

足之下

沿方直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三
, 。

杯 均残
,

修复成形 件
,

可分二式
。

工式 件
。

直 口
,

上腹斜直
,

近底内收
,

内底下凹
,

饼足外撇
,

足心 内 凹
。

标 本
,

内腹近底部有五齿支钉痕
。

砖红胎
,

米黄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 米

图三
, 。

亚式 件
, 。

敞 口
,

斜直腹近底内收
,

饼足外撇
。

砖红胎
,

青中 泛黄

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三
, 。

盘 件
。

口微敛
,

弧腹
,

小平底
。

内底饰凹弦纹一周
。

褐 胎
,

米 黄

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三
, 。

一多 ,一



钵 件
,

修复成形
。

方唇
,

椭圆形腹
,

平底
。

钵身最大腹径在肩部
,

近唇沿和腹身上部各饰凹弦纹一周
,

两弦纹间加饰单朵花瓣 纹
,

共七朵
。

黑褐色胎
,

青灰色

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

最大腹径 厘米 图三
, , 图版拾叁

, 。

系罐 件
。

浅盘 口
,

圆唇
、

束颈
、

溜肩
,

鼓腹
,

饼足
。

肩 附 条形环

耳四个
,

腹中上部饰凹弦纹一周
。

黄褐色胎
,

器表施米黄色釉一层
,

素烧无釉
。

口径
、

足

径
、

高 厘米 图三
, 。

除上面介绍的这些遗物外
,

还采集了大批瓷片和破
、

残瓷器
。

从器形上看都与 已介绍的

诸器相同或相似
,

没有新器形发现
。

胎质都因含铁量较重
,

致使胎色多红褐
、

砖红色
,

黄褐
、

灰褐
、

紫红色胎占有一定数量
,

灰白色胎少见
。

釉色多青中泛白
,

青中泛黄及青灰色
,

米黄
、

茶黄次之
,

青中泛绿釉极少
。

饰 凸
、

凹绘纹的为数不多
,

饰花朵纹的仅发现一件
,

素面无纹

者最多
,

约占全部遗物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

器表有冰裂纹的不多
,

过火烧流
、

变形
、

粘连

者占有一定数量
。

窑具
,

共采集 件
。

窑具都用耐火粘土制成
,

数量丰富
,

种类有支钉
、

垫柱
、

垫环
、

垫圈
、

垫板等
。

支钉 一面平坦
,

一面有齿
,

平面中部有穿
。

可分五式
。

工式 圆饼形
,

六齿
。

标本
,

穿小
,

体薄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四
, ,

标本
, ,

大穿
,

钉体上部圆折
,

近齿部微收
。

直径
、

穿径
、

滴 厘米 图四
, 。

徽角
曰

八 。 备今力八 馋叠丫
日日日

沪沪沪

式支钉

式支钉

式支钉 ,

式垫柱 ,

垫环

图四 窑炉内出土窑具
式支钉 ,

式支钉

式垫住 ,

垫板

式支钉 ,

式支钉

式垫柱

垫圈

—多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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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梯形
,

六齿
。

标本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四
, 。

式 圆墩形
,

六齿 标本
,

钉体上部斜折
,

齿部微侈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四
, , 标本

,

钉体上部圆折
,

齿部外突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四
,

式 圆墩形
,

七齿
。

标本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四
, 。

式 半锥形
,

五齿
。

标本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四
, 多

图版拾叁
, 。

垫柱 柱体中空
,

可分三式
。

工式 柱身瘦长
,

柱壁弧线内收
,

近底外扩
,

柱顶略小于柱底
,

顶沿处有一三角形凹槽
。

标本
,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四
,

图版拾叁
, 。

式 柱身粗状
,

柱顶微凸
,

柱身斜线外扩
,

近底微收
,

顶沿处有一弧形凹槽
。

标本 容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四
, 。

皿式 圆墩形
,

柱身中凹
,

顶沿无槽
。

标本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水

厘米 图四
, 。

垫板 圆饼形
,

中一圆穿
。

标本
,

直径
、

穿径
、

厚 厘 米 图 四
,

。

垫圈 楔形
,

中一圆穿
。

标本
, ,

穿径
、

厚 一 厘米 图四
, 。

垫环 圆圈形
。

标本
、 ,

直径
、

厚 厘米 图四
, 。

四
、

窑 包

窑包是窑址在生产过程中废品逐年堆积而成的
,

形似山丘
,

故称窑包
。

一号窑包在一号

窑炉
,

侧
,

二号窑包在窑址西侧
、

玻璃厂 与马家院子一带
,

两窑包隔路 邓睐一

新安路 相望
,

相距约 米
。

一 一号窑包

一号窑包在一号窑炉侧
,

因山地塌方
,

残存面积不足 。平方米
。

我们这次仅在窑炉侧开

了 米的探方一个 编号
, ,

出土瓷器
、

窑具等遗物 件
。

堆积情况

堆积很简单
,

以探方北壁为例 只有耕土
、

文化
、

生土三层

表土层 厚 一 厘米
,

土色黑褐
,
土质松软

,

包含物除有近
、

现代瓦块
、

瓷片外
,

还

棍杂有与窑炉 同时的瓷片
、

窑具
。

文化层 厚 一 厘米
,

土色红褐
,
空隙甚多

,

包含物除有瓷片
、

窑具外
,

还有数量根

当多的炉壁土砖坯块和炉渣
, “

釉腊
”
等

。

生土层 土色黄褐
,

土质坚硬
,

内含沙砾
。

遗物

一 一



一号探方所出遗物的数量虽较丰富
,

变化不大
,

与窑炉 所出遗物的品种
、

赦在遗物部分亦按窑炉内出土遗物的顺序
、

甚多
,

完整者极少
。

遗物种类不多
,

器形

胎釉基本相同
,

造形
、

装饰工艺完全 一致
,

编排介绍
。

瓷器 件
,

包括碗
、

豆
、

杯
、

盘
、

钵
、

罐
、

砚

碗 件
,

可分七式
。

工式 件
,

与窑炉所出的 式碗同
。

式 件
,

与窑护所出的 亚式碗同
。

澎 习
忆礁剔

'

嘎夕
乓蕊刃 仁藏募夕喊攀刃 赎霎夕

预甲霄必
反

了
嘟 铡

气

类蒸 厂了

筛筛筛
式碗

。

那式碗

了
。

那式碗
。

式豆

工
。

工式杯
。

式杯
。

砚

图五 一号探方出土瓷器
。

式碗
。

式碗

飞式碗
。

式豆
,

。

式杯
。

高足盘

。

式碗 ,

。

班式碗
。

式豆

式豆
。

式杯
。

壶

一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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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件
。

敞 口
、

尖唇
,

斜直腹近底内收
,

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标本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标本

,
口 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那式 件
。

敛 口
,

圆鼓腹
,

小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

尖唇
,

红褐色

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标本

,

方唇
,

褐

胎
,

青中泛黄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式 件
。

直 口
、

方唇
、

直腹近底内收
,

大饼足微向外撇
,

足心 内凹
。

标本 `

浅腹
,

砖红色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图版拾肆
, 。

硕式 件
。

敛 口
、

圆鼓腹
,

小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 ,

内壁饰 凹弦纹

一周
,

红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标本

,

褐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姐式 件
。

敞 口
,

唇微向外侈
,

圆腹
,

饼足
,

足心内凹
。

标本
,

外壁 近唇

沿处饰凹弦纹二周
,

腹部饰凹弦纹二周
,

内壁饰凹弦纹一周
。

褐胎
,

青釉
。

口 径
、

底 径
、

高 厘米 图五
,

图版拾叁
, 。

豆 件
,

可分三式
。

工式 件
,

器形 与窑炉所出的 工式豆相同
,

豆体大小略有差异
,

素面无纹者多
,

豆盘

内底饰弦纹
、

联珠纹者极少
。

标本
, ,

仅施于豆盘
,

盘外底及喇叭形圈足无 釉
,

内

底的支钉痕明显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标本

,

豆盘内底饰联珠纹和凹弦纹各一周
。

红褐色胎
,

青中泛黄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亚式 件
。

盘心上突
。

标本
,

褐胎
,

青中泛黄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图版拾叁

, 。

式 件
。

深盘
,

曲腹
,

高喇叭形圈足
。

豆盘内底饰凹弦纹一周
。

砖红 胎
,

青 灰 色

釉
。

标本
,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杯 件
,

可分三式
。

工式 件
,

器形与窑炉所出的 式杯相似
,

大小略有不 同
,

细部稍有 差 异
。

标 本
, ,

敞口
、

直腹近底内收
,

小饼足微向外撤
,

足心内凹
,

褐胎
,

青中泛 白釉
。

口 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亚式 件
。

器形与窑炉所 出亚式杯大体相同
。

标本
,

敞口
,

尖唇
,

斜 直

腹近底内收
,

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红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了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皿式 件
。

侈 口
,

尖唇
,

斜直腹近底内收
,

饼足外撇
。

褐胎
,

青灰色釉
。

标本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标本

,

红褐色胎
,

青中泛

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五
,

标本
,

褐胎
,

青中泛 黄釉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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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

盘 件
,

可分二式
。

式 件
。

器形与窑炉所 出的 式盘相 同
。

亚式 件
。

敛 口
,

圆唇
,

圆折腹
,

平底
。

标本
,

红褐色胎
,

青 中 泛 白

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高足盘 件
。

侈 口
、

圆唇
,

折腹
,

平底下接圈足
。

标本
,

圈足外撤
、

盘

内底饰凹弦纹一周
。

褐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足径
、

足高
、

通高 厘米 图五
,

。

钵 件
,

可分二式
。

式 件
,

均残
,

器形与窑炉所出者相同
。

五式 件
。

敛 口
,

斜直唇
,

肩部外突
,

腹身斜收
、

平底
。

标本
,

釉 胎
,

灰 白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罐 件
,

均残
。

器形与窑炉所出的盘 口束颈四系罐相 同
。

壶 件
,

残
。

盘口
、

筒 颈 较 长
,

溜肩
,

下部残
。

肩附四桥形 系
,

盘部饰凹弦纹一周
,

颈部饰凹弦纹四周
,

颈
、

肩结合部饰凸弦纹一周
。

红褐色胎
,

酱青色釉
。

口径
、

残高 厘米 图五
,

图 饭拾肆
, 。

砚 件
。

圆盘形
、

子 口
、

圆唇
,

平底
,

下附乳突形足五个
,

砚面上突
,

中部平坦
。

现

边与砚面间有一周凹陷较深的水槽 、 标本
,

砖红胎
,

青中泛黄釉
。

砚径
、

高 厘米 图五
, 。

窑具 件
,

包括支钉
、

垫柱
、

垫筒
、

垫环
、

垫圈
、

垫板等
。

支钉 件
,

可分八式
。

工式
、

件
,
兀式

、

件
,

式
、

件
,

万式
、

件
,

式
、

件
,

均与窑炉所 出者相

同
。

班式 件
。

梯形
,

六齿
。

标本
, ,

无穿
,

齿部外侈
。

直径
、

高 厘 米

图六
, 。

珊式 件
。

筒形
,

六齿
。

标本
, ,

钉体腰部微凹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飞式 件
。

鼓形
,

七齿
。

标本
,

束腰
,

齿部外突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垫柱 件
,

可分万式
。

式
、
建件

,

式
、

件
,

式
、

件
,

均与窑炉所出者相同
。

那式 件
。

柱身瘦长
。

标本
, , ,

柱之上端外侈
,

下端外撇
,

腰部内凹
,

上

沿有一凹槽
。

柱顶直径
、

柱底直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垫筒 件 形与垫柱相似
。

标本
, ,

敛 口
,

圆肩
,

束腰
,

平底中部有一小

一 , —



碱
。

翻姗期幽姗粼撒麒锻
甲产卜胜̀七八」
、鑫︸
,̀、一

卜卜
一 月七

图六
。

班式支钉 ,

。

了式垫柱

了
。

标本 、 ·

。

标本

标本

一号探方出土窑具
、

标本

项式支钉
。

垫筒
。

标本

标本
。

标本

。

粗式支钉
飞

标本
。

标本 , ,

。

标本

穿
。

口径
、

底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垫环
,

件 垫圈
,

件
,
垫板

,

件

图六
, 。

均与窑炉所出者形状相 同
,

大小
、

厚薄稍异
。

其它标本

在发掘过程中除采集了上述瓷器
、

窑具标本外
,

一起的标本
,

包括窑具与窑具粘连
、

窑具与瓷器枯连

同时还采集了一些因烧结而相互粘连在
、

瓷器与瓷器粘连在一起的
。

这些标本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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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讨此窑址装烧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

因定名困难
,

故在其他标本 类 似标 本
、 、

了

· · ,

…的序列介绍于下

标本
, ,

在圆形垫板的左右两侧各粘连一个六齿支钉
。

从垫板 另两何

所留的圆圈形遗痕看
,

垫板上原有两两对称的支钉四个 图六
, 。

垫板背面
,

穿的外围

有一圆圈痕迹
,

当是垫板置于垫柱上留在垫板上的遗痕
。

标本
,

在楔形垫圈上粘连圆筒形垫柱一根 图六
,

标本
,

在楔形垫圈上粘连瓷罐一件
,

垫圈下粘附一层沙粒
。

瓷罐为

盘 口 残
,

长颈
,

溜肩
,

鼓腹
,

平底
。

颈部饰四周凹弦纹
,

肩附两两对称的桥形耳四个
,

腹侧粘附瓷片一块
,

褐胎
,

青釉色釉
,

残高 厘米 图六
, 。

标本
,

盘口六系罐 残 的盘 口内粘连盘形七齿支钉一个
。

罐 口 径
、

残高 厘米 图六
,

图版拾肆
, 。

标本
,

盘形六齿支钉上粘连敞 口
、

方唇
、

圆腹
、

饰足
、

红褐 胎
、

青

釉碗一件
。

碗的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标本
, ,

瓷碗 残 上部粘连瓷豆二件
,

器间均有支钉相隔
,

叠置情况

是 下部为覆置之碗
, 口下足上

,

上叠两个仰置之豆
。

覆置之碗足套在六齿支钉 中部 的穿

内
,

齿部向上与相接的豆的喇叭形圈足相连
。

豆盘上置六齿支钉
,

齿粘豆盘内底
,

平面与上

叠之豆的喇叭形圈足相接
。

依次而上
,

层数不明 图六
,

图版拾肆
, 。

标本
,

为四件敞 口
、

方唇
、

圆腹
、

饼足碗与两件侈口
、

深腹
、

饼 足碗

相互粘连
,

碗与碗间有支钉间隔 图六
, 。

标本
,

为三件敞 口
、

方唇
、

圆腹
、

饼足碗与三件器身大小由下而 上递

减的敞 口
、

深腹
、

饼足碗相互粘连
,

碗与碗间有支钉间隔
,

最下一个支钉的下面所压何物不

清 图六
, 。

标本
,

为在窑内并列 前后或左右并列 的碗
、

豆因在窑床内倾 倒而

烧结粘连的情况
。

标本
, ,

为钵
、

碗粘连情况
,

下部是大小二钵相叠 钵上部残
,

其何

有六齿支钉间隔
。

套在大钵内的小钵之内腹近 口沿部平放圆形垫板一块
,

板上粘连两两对称

的支钉四个
,

齿尖向上
,

其中一高的支钉上粘连一覆置之敞 口
、

圆唇
、

圆腹
、

饼足碗 图六
`

。

二 二号窑包

二号窑包的面积大
,

堆积厚
,

包含物丰富
,

我们仅在玻璃厂与马家院子之间开了 丫

米的探方四个 编号为 一
。 ,

因堆积松散
,

边挖边塌
,
不断扩方

,

故发掘的面权

达 平方米
,

出土瓷器
、

窑具等遗物 件
。

堆积情况

堆积情况与一号窑包相似
,

亦较简单
,

现以四号探方北壁剖面为例
,

分层介绍于下

一多, 一



第一层 表土层
,

厚约 一

和布条
、

纸张等杂物
。

米
。

土包黄褐
,

含沙
、

砾石较多
,

包含物有现代砖瓦

第二层 厚约 。 一

窑具等
。

米
。

土色黄褐
,

内含沙砾
。

包含物有红烧土块
、

破
、

残瓷器及

苦吕导
厚 一 `

·

' 米
,

土色灰黄
,

土质松软
,

内含沙砾
。

包含物有破残瓷器
、

瓷片
、

窑具及炉渣
、

红烧土块等
。

一
'
一 '

一
'

第三层之下为生土
,

土色深黄
,

内含沙砾 土质紧密
,

坚硬
。

遗物

甲 甲 属夕 砰夕

蕊夕 嚎蕴 司夕 反忑夕召

贬
羽胃甲

贬
裤尹

咬戛夕 廷口 蕊乒 蕊夕
咤

、味﹄、,护尸
曰

`

线、产刀︸…勺了
,

、 、试一厂,火
卜

扮夕︸夕

门龙别飞闷日引
`

夕、洛翻﹃乍

丫
·

︸
霭幕夕

反

感夕 泛少
声

衫

一



卿
巧

馨 庵
扩

“

厦寥
,

拼
一

盯
一

、 、

,'

匕

丢络 》
尹产 甲三 ` 气 , 、

厂 丫夕
户

飞

彭口 拼下
二

事续为

飞
。

式碗 , ②
式碗 ③

。

式碗 ③
。

性式碗 ⑧ ,

。

式碗 ③
。

式碗 ⑧
式豆 一③ 连

。

高足盘 ⑧
。

式钵 ⑧
飞式钵 ⑧

,

。

壶 ⑧
,

峨 式钱 ⑧ 幻
。

班式 ③
班式姚 ②
式砚

`
③

图七 二号窑包出土瓷器

乞
。

式碗 ②
`

。

万式碗 ⑧`

班式碗 ⑧
姐式碗 ⑧

`
。

皿式碗 ③
式豆 ③

。

式杯 ②
。

式钵 ③

犷式钵 ⑧
植式钵 ② , 幻

万式晚 ③ ,

砚式遨 ②
名

。

班式罐 ⑧
峨

。

粗式雄盖
一②

通 高脚杯足 ②

式碗 ②
。

式碗 ③
。

。

砚式碗 ⑧
。

式碗 ⑧ ,

兀式碗 , ⑧
。

式豆 一③
。

式杯 ③
`。 式钵 ⑨ ,

班式钵 ⑧
。

兀式钵 ⑧
。

式成 ⑧ ,

。

班式住 ③
。

式该 ③

硬式雌身 ② , 。、

一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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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
,

包括瓷器
、

窑具及其他标本
。

瓷器的数量虽多
,

品种很少
,

除砚

外
,

都是碗
、

豆
、

杯
、

盘
、

钵
、

罐等生活用具
。

窑具非常多
,

我们只采集了一部分
,

种类有

支钉
、

垫柱
、

垫板
、

垫圈
、

垫环等
。

其他标本包括一些有纹饰的瓷片和烧结而粘连的标本
,

瓷器

碗 件
,

可分十三式
。

式 件
。

侈 口
,

深腹斜直
,

近底内收
,

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② ,

暗褐色胎
,

青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五式 件
。

口微敛
,

圆鼓腹较深
,

饼足小而外撇
,

足底内凹
。

标本 ②
,

深

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式 件
。

敛 口
,

圆鼓腹较浅
,

小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②
,

黄 褐

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标本

。

③
,

器

身
、

饼足都较 ② 小
,

褐胎
,

青中泛 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 七
,

。

万式 件
。

敛 口
,

鼓腹
,

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

③
,

圆唇
,

内底 有

凹弦纹一周
。

红褐色胎
,

米黄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标本

③
,
口微敛

,

大饼足
。

灰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 米

图七
, 。

式 件
。

敞口
,

圆唇
,

圆腹
,

小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③
,

近 内

壁 口沿处饰凹弦纹一周
。

红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班式 件
。

敛 口
,

方唇
,

圆鼓腹
,

饼足小
,

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

③ ,

红褐色胎
,

黑褐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顶式 件
。

口微敛
,

腹圆鼓
,

饼足大而外撇
,

足底内凹
。

标本 ③
,

底心

饰弦纹一周
,

红褐色胎
,

青中泛灰 白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飞式 件 口微敛
,

方唇
,

圆腹
,

小饼足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

③
,

褐

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标本 ③
、

黄褐 色

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互式 件
。

敛 口
,

方唇
,

折腹
,

小饼足外撇
,

足心微内凹
。

标本 ③
,

褐

色胎
,

青中泛 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图版拾肆

, 。

式 件
。

敞 口
,

尖唇
,

上腹直
,

下腹 内收
,

小饼足外撤
,

足心内凹
。

标本

③
,

腹浅而坦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式 件
。

敞口
,

圆唇
,

直腹
,

大饼足微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 ③

,

夕卜

腹中部饰 凹弦纹一周
。

深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 米 图 七
,

'

式 件
。

敞 口
,

尖唇
,

腹直
,

近底 内收
,

饼足微撇
,

足心内凹
。

标 本
。

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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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式 件
。

敞口
,

尖唇
,

上腹斜直
,

近底内收
,

小饼足外擞
,

足心微 凹
。

标 本

⑧
,

暗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图 版 拾

肆
, 。

豆 件
,

可分四式
。

工式 件
。

豆盘为敞口
、

方唇
、

腹微曲
。

盘心微突
,

盘外底与喇叭形圈足相 接
。

标

本 ③
,

喇叭形圈足较粗大
,

足沿方折
,

豆盘内底心处饰凹弦纹一周
。

黄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盘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十
, , 图版拾肆

, 。

式 件
。

豆盘为敞 口
、

方唇
、

曲腹
、

内底微凹
、

外底微凸与喇叭形圈足相接
。

喇叭形

圈足瘦小
,

足沿斜折内收
。

标本
` ③

,

盘底饰凹弦纹一周
、

黑褐色联珠纹三 圈
。

红褐色胎
,

青灰色釉
。

盘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图版拾肆

, 。

式 件
,

与一号窑包一号探方所出的皿式豆相同
。

式 件
。

豆盘为敞口
,

方唇
,

曲腹
,

内底微凸
,

外底接瘦高的喇叭形圈足
,

足沿方

直
。

标本
`

③
,

盘内底饰凹弦纹一周
。

黄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盘径
、

足 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图版拾伍

, 。

杯 件
,

可分三式
。

式 件
,

与窑炉所出的 工式杯相同
。

亚式 件
,

与窑炉和一号探方所出的 亚式杯相同
。

标本 ②
,
口微侈

,

斜

直腹
,

饼足外撇
,

足心 内凹
,

褐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式 件
,

与一号窑包一号探方所出的的 式杯相同
。

标本 ③
,

侈 口
,

尖唇
,

斜直腹近底内收
,

饼足微外撇
,

足心微内凹
。

黑褐色胎
,

青中泛 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盘 件
,

可分二式
。

式
、

件
,
亚式

、

件
,

均与窑炉的 式和 式盘相同
。

高足盘 件
。

敞口
,

圆唇
,

折腹
,

平底
,

下 附喇叭形圈足
。

标本
`

③
,

内

底饰凹弦纹两周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盏 件
。

敛口
,

弧腹
,

平底微向上突
。

标本 ②
,

褐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钵 件
,

可分九式
。

工式 件
。

敛 口
,

唇沿外卷
,

圆鼓腹
,

平底
。

标本 ③
,

内底饰凹弦 纹一

周
。

红褐胎
,

青中泛黄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亚式 件
。

侈 口
,

弧腹
、

平底微上突
。

标本
`

③
,

褐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图版拾伍

, 。

式 件
。

敛 口
,

圆唇
,

弧腹
、

平底
。

标本 ③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

—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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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图版拾伍
, 。

万式 件
。

敛 口
,

方唇
,

弧腹
,

平底
。

标本 ③
,

褐胎
,

青中泛绿釉
。

口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式 件
。

敛 口
,

尖唇
,

上腹外鼓
,

下腹斜线内收
,

平底
。

标本 ②
,

褐

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砚式 件
。

子口
,

圆鼓腹
,

平底
。

标本 ③
,

腹部饰凹弦纹一周
。

红褐 色

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姐式 件 ③ 。 ,

残
。

敞口
,

平折沿
,

弧腹
,

饼足
。

腹中部饰凹弦纹三

周
,

上腹近 口沿处附对称双耳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 径约
、

高 厘米 图七
, 。

租式 件
。

敛 口
,

方唇
,

腹微鼓
,

饼足微外撇
,

足心内凹
。

标本 ②
,

褐

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互式 件
` ③

,

残
。

敞口
,

平折沿
,

斜直腹
,

底微凹
,

下接圈足
,

高

而外撇
。

腹部饰凹弦纹两周
。

黑褐色胎
,

青灰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 七
,

。

壶 件
,

均残
。

盘 口
,

斜直领较短
,

溜肩
,

下部均残
。

领部饰 凹弦纹三周
,

肩部饰 凸

弦纹一周
,

肩上附桥形系六个
。

标本 ③
,

红褐色胎
,

青中泛酱黄釉
。

口径
、

残高 厘米 图七
, 。

罐 件
,

可分七式
。

式
、

件
,

式
、

件
,

均残
,

与窑炉和探方所出者相同
。

式 件
。

浅盘口
,

圆唇
,

束颈
,

鼓腹
,

饼足
。

标本 ③
,

褐胎
,

青中泛

绿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标本 ③

,

饼足外撇
,

足

心微凹
,

圆折腹
,

揭胎
,

黄褐色釉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图版拾伍
, 。

那式 件
。

敞 口
,

方唇
,

矮领
,

折肩
,

腹微鼓
,

平底
,

肩附四桥形系
。

标本

③
,

褐胎
,

青中泛黄釉
。

口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图版拾伍
,

标本 ③
,

红褐色胎
,

青灰釉
。

口径约
、

底径
、

高 厘米 图版拾伍
,

。

式 件
。

敛 口
,

圆唇
,

溜肩
,

鼓腹
,

平底
。

标本 ③
,

褐胎
,

青 灰 色

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图版拾伍
, 。

砚式 件
,

均残
。

敛 口
,

方唇微外钩
,

腹圆鼓
,

平底
。

标本 ②
,

腹上 部

的釉下彩绘图案为褐
、

绿彩绘圆圈联珠纹和七瓣花朵纹
,

花心亦为圆圈联珠纹
。

揭胎
,

青灰

色釉
。

口径
、

底径 选、

高 厘米 图七
, 多 图版拾陆

, , 。

标本
。 ②

,

腹上部饰凹弦纹一周
。

堆腹遍饰黑褐色彩点圆圈联珠纹
。

灰白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约
、

残高 厘米 图七
,

标本 ③
,

近 口部和腹中部各饰褐绿彩点联珠 纹一

周
,

腹中部一周联珠 纹之上
、

下各饰一周褐绿彩弦纹
,

上下两联珠纹带之间加饰黑褐彩点圆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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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联珠纹
。

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径约
、

残高 厘米 图七
, , 图版 玲 陆

, , 标

本
。 ③

,

腹部饰黑褐色彩绘圆圈纹和圆圈联珠纹组合图案
。

褐胎
,

青灰色釉
。

残

高 厘米 图七
,

标本 ③
,

腹部饰白色彩绘七瓣花朵纹
,

仍以联 珠纹

围绕花心
。

灰褐色胎
,

青中泛黄釉 残高 厘米 图七
,

图版拾陆
,

标本
。

②
,

领部饰褐彩联珠纹和凸弦纹各一周
,

腹部饰褐彩 圆圈纹和圆圈联珠纹的组合图案
。

灰褐色胎
,

青中泛白釉
。

残高 厘米 图七
, 。

式 件 ②
。

敛口
,

圆腹
,

平底上突
,

圆拱形盖
,

子 口
,

条 形 环

钮
。

红褐色胎
,

器表施米黄色化妆土
,

无釉
。

盖径
、

盖高
、

罐口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七
, 、

图版拾陆
, 。

砚 件
,

可分二式
。

式 件
,

均残
。

器形与一号探方所出的五足圆砚相同
,

大小一样 图版拾陆
, 。

亚式 件
`

③
,

残
。

砚盘圆形
,

子口
,

平底
,

下附锥形砚 足
。

砚 面

平坦
,

周有砚槽
。

根据残件复原
,

砚足为八个
。

红褐色胎
,

青褐色釉
。

砚径
、

高 厘 米

图七
, 。

高脚杯足 件 ②
。

杯之上部残
,

杯足仅存下部喇叭形足
。

灰褐胎
,

青白釉
,
喇叭形

。

足径
、

残高 厘米 图七
, 。

炉 件 ②
。

敞 口
,

斜折沿
,

直腹
,

平底
,

下附之足残缺 腹 部 饰

三周凹弦纹
。

红褐胎
,

青中泛白釉
。

口 径
、

残 高 厘米
。

窑具 件
,

包括支钉
、

垫柱
、

垫筒
、

垫板
、

垫圈
、

垫杯等
。

支钉 件
,

分九式
。

工式 件
。

圆饼形上有五齿
,

中一圆穿
。

标本 ②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多 标本 ②

,

圆饼形钉底上凸
,

钉齿较长
,

中一圆 穿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标本 ③
,

圆饼形钉底下有突 棱
,

上为 凸面
,

齿尖较高
,

中有圆穿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五式 件
。

圆饼形上有六齿
。

标本
`

②
,

圆饼形钉底下有一圈突棱
,

上为

凸面
,

齿尖稍高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式 件
。

圆墩形
,
五齿

,

平底中一圆穿
。

标本 ③
,

腹中部微 凹
,

近

底圆折
,

齿尖外撇
。

底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式 件
。

圆墩形
,

六齿
,

平底 中一圆 穿
。

标本
`

③
,

钉身斜 直
,

微向

外扩
,

近底弧收
。

底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标本 ②
,

平 底
,

斜直腹
,

齿部较长
。

齿部和近底部为灰白色
,

余为褐色
。

底径
、

穿径
、

高 厘 米

图八
, , 标本

`

③
,

平底
,

腰部微凹
,

轮旋
、

烧结情况都较明 显
。

底 径
、

穿径
、

高 厘米
。

式 件
。

圆盘形
,

六齿
。

标本 ③
,

平底
,

斜直腹
,

近底 圆折
,

底 有 一

—了 —



四川邓睐县固释瓦窑山古瓷窑遗址发坦直担

。。州︸,白︶心振怜
。

男
贪卜写﹄臼困剥拭工

。
。价

︵的的叫︸,白坦刹拭目的入

曰︶坦驯拭。入曰 曰 白
月

、 洲
月

`洲 、

尔似枯军男尔帆杖目
。

三车侧权的

台宗蕊 盆
弓幻 ` 、 口,

心口 仁 心口

。 。

门

乃

洲日目日日叼

,

乃钊引甲

︵路雪︸闪白︶

哪将雌

︵。卜。创`白︶酉刻喊工︵闪的雪︸翻白坦溯狱目旧的。叫︸,白︶坦拭圳工工州闪`臼尔例拭军︵创的曰尔例械卜忿卜男曰︶尔似喊工

。
哪拍困仍叫口凶︵。吕创

。

哪哪囚洲︵们。创
。

君︵卜吕创
。

︵。。的创。
叼︵忍田叨

祷抢
一

议

一一一一
乡乡卜卜

。

抓刘到写
力

勃酬引嘴互石

⑧
毗体叫笼切饰中川

川日日洲酬门日冈以幽门川一网哨

珊
二

巍
· ……

〔〔

烈烈

白 白 曰 白 白 白 白

琢尔毕 尔 坦 圈

树似似 似 溯 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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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标本 ③
,

平底中一圆穿
,

曲

折腹近底内收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式 件
。

圆圈形
,

五齿
,

中一圆穿
。

标本 ③
,

平底
,

斜直 腹
。

直 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标本 ③

,

器身扁平
,

平底
,

腹微 曲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
, 。

孤式 件
。

圆圈形
,

六齿
,

中一圆穿
。

标本
` ②

,

平底
,

钉身外突
,

近底

内收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标本 ③

,

平底
,

斜直腹

近底内收
。

直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顶式 件
。

圆筒形
,

六齿
,

中有圆穿
。

标本 ③
,

平底
,

直腹
。

直径 久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标本

。

②
,

平底
,

束腰
。

直径
、

穿 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标本

`

③
,

大平底
,

束腰
。

直径
、

穿径
、

高 尽

厘米 图八
, 。

正式 件
。

筒形
,

中空
。

标本 ③
,

腰微内收
,

上
、

下各有六 齿
。

直 径
、

高 厘米 图八
,

图版拾陆
,

标本
`

③
,

上小
、

下大
、

腰 部 内

凹
。

上部五齿
,

下部六齿
。

上径
、

下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垫柱 件
,

可分六式
。

式 件
,

与窑炉的一号探方所出的 式垫柱相同
。

式 件
,

与窑炉和一号探方所出的 亚式垫柱相同
。

标本
`

③
,

柱 身 粗

大
,

下无钩底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式 件
,

与窑炉和一号探方所出的 式垫柱相同
。

标本 ③
,

柱身上下

微突
,

中部斜直
,

柱顶有两个弧形缺 口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式 件
,

柱身粗状
,

腰部微凹
,

柱顶有一圆弧形凹槽
。

标本
`

③
,

柱

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式 件
,

钵形
,

柱底无穿
。

标本 ②
,

平底
,

柱身微凹
,

柱底 比 柱 顶

稍大
。

腹部有一圆穿
,

柱顶有一圆弧形凹槽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八
,

标本 ②
,

柱底大于柱顶
,

底心内凹
。

柱顶直径
、

底径
、

高 厘 米 图

又
, 。

式 件
。

筒形
,

柱底有穿
,

柱身较矮
。

标本 ③
,

唇沿外突
,

近 底 外

擞
,

折收为底
。

柱顶直径
、

底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标本

` ③
,

柱顶小
,

柱底大
,

柱身斜直外扩
。

顶部有三角形凹槽三个
,

柱身有三个圆穿
,

柱 底一

穿
。

柱顶直径
、

底径
、

穿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垫圈 件
,

可分三式
。

式 件
。

与窑炉所出的楔形垫圈的形状相同
,

大小有别
,

圈径在 一 之间
。

式 件
。

圆圈形
,

内壁有凹槽一周
。

标本
` ② ,

圈身较直
,

圈沿有圆弧形

一



四川邓睐县固释瓦窑山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凹槽
。

直径
、

高 厘米 图八
,

标本
`

③
,

圈身上部圆弧
,

下部斜

直
,

圈沿有一方形凹槽
。

直径
、

高 厘米 图八
,

标本 ③
,

圈 身

上部圆弧
,

腰部内凹
,

圈沿有两个半圆形凹槽
。

直径巧
、

高 厘米 图八
,

图版抬陆
,

, 标本 ⑧
,

圈身上部直
,

近底外突
,

无凹槽
。

直径
、

高 厘米 图 八
,

。

式 件
。

圈体上凸
,

内壁无槽
,

圈沿有槽
。

标本 ③
,

直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 图版拾陆

, 。

垫板 件
、

垫环 件
,

均与窑炉和一号探方所出者相同

其他标本

标本
`

③
,

垫柱上粘连六齿支钉一件
,

柱底有与垫圈粘附的痕 迹 图

八
, 。

标本 ③ 为两件器形相同
、

大小一致的罐粘连的情况
。

罐为敛 口
、

唇

沿外侈
、

圆鼓腹
、

平底
、

底
』

合内凹
。

罐与罐间有高大的六齿支钉相隔
。

在下面一件罐的底部

有窑沙粘附痕迹 图八
, 。

标本 ③ 为一件敛 口
、

圆唇
、

圆腹
、

平底罐与两件同形同大的敞 口
、

方唇
、

弧腹
、

饼足碗相粘连
,

罐与碗间和碗与碗间都用六齿支钉相隔 图八
, 。

标本 ③ 为两件敞 日
、

尖唇
、

深腹
、

饼足碗粘连
,

碗与碗间用六齿支

钉间隔
。

下面一件大碗的下腹近足处有一周与支钉穿部相接触而 留下的痕迹
,

其下还有叠压

物 图八
, 。

标本
`

③ 为三件敞 口
、

方唇
、

圆腹
、

饼足碗和两件器身较小的 碗 类

器物粘连
,

碗与碗间都有支钉间隔
。

最下一件碗足套粘在楔形垫圈的穿里
,

楔形垫圈底部粘

附一层窑沙 图八
, 。

除上面介绍的瓷器
、

窑具和其他标本外
,

还采集了一批能看得出器形
、

但无法复原的破

残瓷器和瓷片
,

器类
、

器形都与 已介绍的诸器相同或者相 似
,

没有发现新 的器形
。

胎色 以褐

色
、

红褐
、

砖红色居多
,

黄褐
、

黑褐
、

紫红色次之
,

灰白色胎极少
。

釉色 以青为主色
,

青中

泛白
,

青中泛黄
,

青灰色居多
,

米黄
、

青褐
、

酱青色次之
,

青中泛绿釉极少
。

装 饰 少 而 简

单
,

只在少数瓷片上发现有凹
、

凸弦纹
、

釉下彩绘
、

和模印朵花纹装饰
,

绝大多数瓷片皆素面

无纹
。

五
、

固骚瓦窑山窑的烧造年代

固释瓦窑山窑 为叙述简便
,

以下简称为 固释窑 的烧制瓷器历史
,

一无文献资料可作

参考
,

二无明确纪年遗物可为依据
,

要较准确地推断其年代
,

只能借助器物形态学 或叫器

物类型学 原理
,

用固骚窑发掘所获的资料去与 已发表并与之相应的墓葬
、

窑址资料相互比

较
,

综合分析
、

研究
,

找出其时代脉络
,

才能确定其相应年代
。

据此
,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确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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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固骚窑烧制瓷器年代的理由

固骚窑生产的瓷器
,

瓷土欠佳
,

胎质粗糙 胎骨中多气泡和颗粒状物
,

胎体厚重
,

器类简单 多为生活用品
,

器形简朴
,

实用性强
,

可容量大
,

因而器物的体形 一 般 都 偏

大
,

富有早期青瓷的特色
。

装烧方面还未使用匣钵
,

尚处于早期青瓷的生产阶段
。

固骚窑所出瓷器
,

除砚外都是 日常生活用品
,

器物组合为碗
、

豆
、

盘
、

杯
、

盏
、

钵
、

罐
、

壶
、

砚等
,

这种组合亦具早期瓷窑址生产瓷器的组合特点
,

与河北磁县贾壁村 〔 〕
、

河北

临城陈刘庄 〔 “ 〕、 山东曲阜宋家村 〔 〕
、

山东泰安中淳于 〔 〕
、

江西丰城罗湖〔 ” 〕、 四川成都青

羊宫 〔 。〕等窑址所出的隋代瓷器的组合基本相 同
。

器形方面
,

多实足器 或称饼足器
、

假圈足

器
。

足微外撇
,

足心内凹
,

足底沿削棱一周
,

是在造形时运用整形挖底和慢轮旋削工艺加

工出来的器形特征
,

这个特征在上举诸窑所出的实足器物 主要是碗类器物 中普遍存在
,

脂代墓葬出土的实足器也不例外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

豆 或称高足盘 是固释窑的大宗产品
,

数量之多仅次于碗
。

因豆形变化不大
,

器形

特征明显
,

时代性强
,

所以它也是固释窑的标准器物
,

用之类比是推定窑址时代的关键
,

以

下是固骚窑所出的 — 式豆和高足盘与其它窑址
、

墓葬所出豆
、

高足盘比较的情况

固释窑的 工 — 式豆和高足盘分别与四川成都青羊宫窑二层 隋代 的 工
、

亚
、

式

高足盘
、

河北内丘邢窑二期 隋代 的青瓷
、

万式
、

粗白瓷
、

式盘 〔 〕、 河南安阳

隋窑的高
、

矮两种高足盘 〔 〕、 山东枣庄中陈郝北窑的 工
、

式高足盘 〔 〕、 江西丰城罗湖窑

的
、

式高足盘
“ 、

湖南湘阴城关镇隋唐窑的几种高矮不同的高足盘 〔' 〕基本相同
,

与山东

曲阜宋家村隋窑
、

安徽淮南管家嘴窑〔 “ 〕、 河北磁县贾壁村隋窑
、

河南巩县隋窑 〔 , 〕、

江西新干塔下窑 〔 〕所出的高足盘 豆 也很相似
。

依此而论
,

高足盘 豆 可以称得 上 是

隋代瓷窑产品中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
,

在隋代墓葬中也常有出土
。

例如 安徽六安东三十

铺隋画像砖墓所出的高足盘 〔 “ 〕和山东博兴所出的隋代青瓷豆 〔 〕与固骚窑所出的 工
、

亚式豆

伺形 河南安阳隋仁寿三年 卜仁墓 〔 〕、 湖南长沙隋墓 〔 〕、 西安郊 区隋墓 〔 〕、 武汉周家大湾

隋墓 〔“ 〕
、

安徽毫县隋大业三年墓 〔 〕、 所出的高足盘与固释窑所出的 式豆相似 河南僵师
`

隋唐墓 〔“ “ 〕所出的高足盘与固释窑所出 式豆大体相同
。

根据以上类比分析和豆形器物在固释窑瓷器 中的比重
,
我们初步推定固释窑在隋代已大

量生产瓷器
,

豆是其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
。

碗
、

杯是固骚窑的当家产品
,

数量多
、

器形变化大
,

延烧时间长
,

是断定窑址时代的

关键器物
。

壶
、

钵
、

罐
、

盘
、

砚等数量虽少
,

时代特征却较明显
,
于窑址时代的断定亦有重

要参考价值
。

为了全面论证窑址时代
,

特作综合类比分析如下

综观上述各类器物
,

绝大部份富有隋代瓷器特色
,

少部分具有南北朝
、

初唐瓷器风格
,

其中较为典型的器物在与之相应时代的窑址
、

墓葬中都能找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类比物
,

例

见 〔 〕
。

见 〔 〕
。

见 〔 〕
。

弓 见 〔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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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固释窑所出的瓷器中
,

绝大部份器形在四川成都青羊宫窑 都有发现
,

两者间
,

不仅器物

形状相同
,

胎质
、

釉色相似
,

而且造形方法
、

装饰工艺
、

器物规格
、

大小等都基本 一致
,

关

系密切
,

时代相近
。

固释窑所出的盘
、 、

五式杯与山东曲阜隋窑
“
所出的 五式盘

、

工式碗
、

式杯相似

固释窑所出的班式碗
、

式杯
、

孤式钵与江西新干窑所出的盅
、

钵 大体相同 , 固释 窑所

出的各式碗
、

杯
、

钵
、

盘
,

在河北内丘邢窑
、

江西丰城罗湖窑 “
、

山东淄博寨里窑 〔 〕
、

山东枣庄窑
、

山东泰安窑
、

安徽寿州窑
、

河北磁县贾壁村窑
、

河南安 阳 隋 窑
、

湖南湘阴窑
、

四川江油青莲窑 〔 〕及河南堰师隋墓
、

浙江裸县隋大业二年墓 〔“ “ 〕
、

安徽合肥隋开皇三年张静墓 〔 幻
、

浙江衙州市隋墓 〔 〕
、

河南安阳隋仁寿三年 卜仁墓
、

陕西

西安地区隋墓
、

湖南长沙地区隋墓
` “ 、

湖北武 昌隋墓 等隋窑 包括窑址的 隋代 文化

层
、

隋代墓葬中均能找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器形
。

上述各地区的隋窑
、

隋墓出与固骚窑相

同或相似器物的现象绝非巧合
,

乃不 同时代器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反映
,

属时代赋于的共性

特征
。

固释窑出土的盘 口壶
、

敞 口深腹饼足碗
、

式
、

敞口尖唇斜直腹饼足碗 顶式
、

敞 口深腹小饼足碗 妞式
、

直 口 直腹饼足杯 工式 数量不多
,

时代偏早
。

其 中
,

盘 口壶形与成都青羊宫窑
'
的早期 南北朝 盘 口壶形

、

湖南长沙南朝墓
'
的 式盘口壶

形
、

绵阳西山六朝墓 〔 〕的盘 口壶形
、

湖南湘阴窑
` 的早期 南朝 壶形

、

广西恭城新街长

茶地南朝墓 〔 〕的盘口 壶形基本相同 碗
、

杯形除与上举诸窑
、

墓所出的碗
、

杯形有相 似 之

处外
,

还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 〔 ““ 〕所出的
、 、

式碗
、

工式杯形及河北磁县北 齐 高

润墓 〔 〕的 工
、

亚式青瓷碗形
、

内丘邢窑 一期 北朝 的青瓷 工
、

式碗
、

式青瓷杯形相

似
,

与福州西郊天马山窑南朝堆积层出的青釉实足深腹碗形 〔 ”“ 〕
、

河北吴桥北朝墓 〔 〕的青瓷

碗形
、

浙江裸县南朝墓〔 〕的碗形
、

山西大同北魏元淑夫妇合葬墓 〔 “幻的杯形
、

广东新兴县南

朝墓 〔 〕的碗
、

杯形
、

江西赣县南齐墓 〔通。〕的碗
、

杯形
、

广东 曲江南华寺南朝墓 〔连。的 五 式碗

形
、

江西清江经楼南朝 陈至德二年 墓 〔 〕的杯形
、

山东淄博北朝墓 〔 〕的 大
、

小 碗 形
、

… …
,

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

据此
,

可初步断定 固释窑创烧年代当在南北朝时期
。

固释窑所出的侈 口深腹小饼足碗 工式
、

杯 亚
、 、

式 在隋代窑址
、

墓葬中

有类似器形发现
,

在湖南长沙咸嘉湖初唐墓 〔 〕亦有与之器形 基 本相 同的 工式侈口饼足碗和

式侈口饼足杯出土
,

说明这种器形是 由隋代的敞口 或敛 口
、

直 口 深腹小饼 碗 演 进而

来
,

邓峡什郁堂邓窑所出的早期 唐代早期 碗中也有与之完全相同的器形发现 〔 〕
。

固骚窑所出的各式罐形在邓睐什郁堂邓窑的隋唐文化层中均有出土
,

在成都青羊宫窑的

见 〔 〕
。

见 〔 〕
。

见 〔 〕 图三
,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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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三层 隋
、

唐 也有发现
。

釉下彩绘联珠纹罐 班式 在灌县金马窑〔 〕和什郁堂 邓 窑

都发现甚多
,

青羊宫窑也有发现
,

时代都是隋唐
。

固释窑 出的盘形五足
、

八足砚形与长沙隋墓

所出工式砚形 和青羊宫窑所出的
、

式砚形相似
,

时代亦为隋
、

唐
。

固骤窑所出的高足杯足
、

炉身是典型的唐代器形
,

唐窑
、

唐墓中常有发现
。

总观固骤窑出土的全部瓷器
,

属南北朝时期的器形不多
,

属唐代的器形更少
,

属隋代的

器形非常丰富
,

约占出土瓷器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
,

没有晚于唐代的器形发现
。

根据以上六点综合分析
,

我们认为固释窑的烧造瓷器年代有如下三期之分

创烧期为南北朝时期
,

窑场规模小
,

产品品种少
,

产量不大
,

器式单调
。

兴盛期为隋代
,

窑场规模扩大
,

产品品种增多
,

产量迅速上升
,

数量成倍增长
,

器形
、

器式向多样化发展
。

衰败期为隋末唐初
,

窑场规模缩小
,

产 品品种单调
,

质量不佳
,

产品数量
、

器类器式少

而单一
。

此期器物极少
,

器形多沿袭隋代或由隋器演进而来
,

新出现的器形只有杯足和炉身

各一件
,

亦富唐代早期瓷器风格
。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窑区内没有发现匣钵和玉壁底
、

圈

足碗类
,

没有发现唐代中
、

晚期的典型器物
,

这些现象是固释窑由衰败到废弃 的表征
,

也是

我们推断固骚窑废弃于唐代早
、

中期的理由
。

六
、

成型
、

装饰及装烧工艺

固释窑瓷器的成型方法
、

装饰艺术及装烧工艺都较简单
,

与省内
、

外 同时期的窑址有很

多相似之处
,

也有一些不同之点
,

为利于研究
,

特简记于后

成型方法

固释窑所出的碗
、

杯
、

盘
、

钵类均采用转轮拉坯
,

慢轮整形
,

旋削足沿
、

起坯
,

最后挖

足 心成型 豆
、

高足盘
、

圈足钵 式钵 采用上 豆盘
、

钵身 下 足部 分作
,

组合成

型
,

具体作法是先用转轮分别拉出盘
、

钵形放在一边
,

再轮制出喇叭形豆足或高足盘
、

钵的

圈足
,

最后把两节合拢
、

粘接
、

修整而成 有耳的壶
、

罐类采用先轮制主体
,

再粘贴手制或

模制的耳部
,

最后修整成形
。

装饰艺术

固骤窑生产瓷器的胎土含铁量重
,

粗糙
,

呈色不雅
。

为克服胎质造成 的缺陷
,

使器表光

洁美观
,

一般都在成型的坯胎上涂抹了一层乳白色或米黄色的泥浆作为装饰
,

除此而外
,

绝

大部份器物皆素面无纹
,

少数器物的器底或器身饰 凸
、

凹弦纹
,

个别豆盘
、

罐身 式 饰

釉下黑褐色彩绘条带式联珠纹
、

圆圈形联珠纹和花瓣纹
。

印花装饰 的器物极少
,

图案只发现

朵花纹
。

装烧工艺

根据我们采集的窑具和有关装烧工艺的标本
,

结合清理窑炉时所发现的遗迹等综合分析

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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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窑 具是探讨陶瓷器装烧工艺的依据之一
,

固释窑所出的窑具量大
、

类多
、

式杂
,

用途各

不相同
,

例如 垫柱是支撑
、

承托装烧物的
,

在窑里放之得当
,

能起到保证大路畅通
,

减少

窑内温差
、

提高成品率的作用
。

垫柱有大小之分
,

高矮之别
,

随其在窑内的部位不同
、

承物

种类不同
、

接受火力的情况不 同而易
。

装烧时
,

窑柱立于窑底
,

交错排列
,

柱间间距不很规

则
。

为使垫柱 筒 在坡形炉底立得平稳
,

柱底都用楔形垫圈垫平 支钉是器与器间和垫柱

与器间的间隔物
,

叠烧时能保持器间有一定空隙
,

保证坯体受热均匀和防止粘连的作用
。

支

钉大小
、

形状
、

齿数多少按装烧物的大小
、

形状
、

品种而定
。

从采集的标本看
,

碗类李用圆

饼形或圆圈形的五齿
、

六齿支钉间隔
,

罐与罐间用圆墩形六齿
、

七齿支钉间隔
,

豆与豆与碗

间用梯形支钉间隔
,

盘 口壶上承托装烧物时用圆盘形支钉间隔
。

垫板也是承托装烧物的
,

有的

置于垫柱上
,

四周各置一个筒型支钉以承托 亦起间隔作用 碗类器物 有的置于盆
、

钵内

腹
,

筒形
、

饼形支钉放在垫板四周
,

碗类等装烧物置于支钉上
。

支钉与间隔物的叠置情况较

复杂
,

首先看支钉与垫柱
、

筒的叠置
。

一种是支钉的平面与垫柱
、

筒顶的平面接触
,

齿尖向

上
,

装烧器覆置
,

内腹近底部与齿尖接触而出现疤痕
,

采集的瓷器中绝大多数均留有这种痕

迹
,

在装烧方法上称为覆烧 , 一种是支钉的齿尖与垫柱 筒 的顶部平面接触
,

支钉的平面

向上
,

装烧物的足部套入支钉 的穿里
, 口 部朝上

,

器内再置支钉
,

亦齿下平面上
,

穿内再套

器足
,

这样的装烧法称仰烧
。

还有一种是垫柱 筒
、

垫板和支钉叠置的情况
,

前面 已有介

绍
,

不再重述
。

再说叠装器物与支钉叠置 的情况
,

据不完全统计
,

大约有如下三种 其一是

碗类
,

支钉与之接触的部位有两处
,

一处是支钉平面的穿套着碗外壁近底部份
,

齿尖压在碗

腹近底处
,

层层依此上叠
,

反映在器物上的特色是碗外壁近足部有一圈与支钉穿沿相接 的印

纹
,

内腹近底部有五
、

六点钉齿的疤痕
,
其二是装烧物的足沿或外底与支钉的平面接触

,

齿

部与内底接触
,

反映在器物上的特色是足沿或外底有与支钉平面的粘着痕
,

内底有钉齿的疤

痕
,
其三是碗

、

豆混合叠装
,

豆为仰烧
、

碗为覆烧
,

支钉穿内套入碗的饼足
,

平面穿沿与碗

腹近底部接触
,

齿尖与豆的喇叭形圈足内壁接触
,

反映在器物上 的特点是碗外壁近足部有一

圈与支钉穿沿的粘着痕
,

豆的喇叭形圈足 内壁有钉齿的疤痕
。

固释窑烧造瓷器的窑炉是利用山坡修建 的龙窑
,

由火膛到炉尾有一定的高位差
,

具有自

然抽力
,

火力可达窑炉的各个部位
。

从火膛里发现木炭和木炭灰看
,

燃料是用的木柴
。

因木

材的着火温度低
、

熔点高
、

燃烧速度快
,

火焰长
,

宜于烧还原焰和快速挠成
,

优点较多
。

总的说来
,

固骚窑的瓷器 中绝大多数是用垫柱叠装
、

明火敞烧的
,

高大器物是以自身当

柱
、

器上叠物烧出的
,

少数器物是以大装小
、

套烧而成的
。

装烧工艺很有特色
。

七
、

结 语

固释窑是我省青瓷窑系的早期遗址之一
,

对后世青瓷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

什郁堂邓窑之

所以能成为我省青瓷窑系的代表
,

完全是由于它承袭了固骤窑的先进工艺后不 断 完 善
、

改

一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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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不断升化
、

提高
、

创新而来的
。

成都青羊宫窑
、

灌县金马窑
、

江油青莲窑等与固释窑互

有影响
,

关系密切
。

从造型
、

胎质
、

釉色
、

装饰
、

装烧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

固葬窑的窑炉之长在全国早期窑炉中算罕见 的
,

于古陶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有较高的价

值 釉下彩器在隋
、

唐初的器物上出现
,

表明固骚窑生产釉下彩器的时代早于湖南长沙窑
,

在现已知的几个产釉下彩瓷的窑址中
,

应数固释窑最早
。

在古陶瓷研究中这应说是一个重要

发现
。

固释窑的丰富了四川陶瓷研究的内容
,

充实了
“ 邓窑”

的文化内涵
,

给中国陶瓷史研究

提供了 些新资料
,

现 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待公布
。

参加发掘者有陈显双
、

李子君
、

杨文成
、

王焰
、

廖朝东等
。

照像 陈显双
。

绘图
,
杨文

成
。

执笔 陈显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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