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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 ， 古称临邛 ， 位于 四川盆地西部 、 成都平原西南部的边缘 。 东与新津 、 彭山 ，

南与蒲江 、 名山 ， 西与雅安 、 芦山 ， 北与大邑相邻 。 地理坐标为东经
°

、 北讳

°

， 总面积 平方千米 ， 市政府驻临邛镇 ， 距成都市区约 千米 。 其境地势西

髙东低 ， 山 、 丘 、 坝地貌兼有 ，
东部及东北部为平坝 ， 地形平坦 、 开阔 ， 略有起伏 ； 南

部五面山 、 长丘山区 ， 浅丘连绵 ， 塘库棋布 ；
中部西北缘为深丘 ， 是浅丘与西部山区间

的过渡带 ； 西部为龙门山南段延伸山系 ， 地势起伏较大 ， 山峦重叠 ， 沟壑纵横。 水利

资源丰富 ， 南河 、 西河 （邮江 ） 、 斜江、 蒲江河 、 玉溪河等流经境内 ，
全长共 千

米 ， 为都江堰西河和南河的 自流灌区 。

邛崃历史沿革悠久 ， 曾为临邛 、 依政 、 火井 、 临溪四县辖地 ’
以临邛县建置最早 ，

秦灭巴蜀后即 由蜀守张若等主持修筑了临邛城 。 两汉三国时期 ， 临邛县名及治所不改 ，

属蜀郡 。 自西晋怀帝永嘉六年 （ 年 ） 至西魏废帝二年 （ 年 ）
’ 賨族首领李雄占据

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 ，
加之战火弥漫 ， 局势混乱 ， 南方僚人又大量涌入蜀境 ， 临邛受到

威胁 ，
乃将县治迁移至原崇庆县三江镇和江源乡一带 ， 成为侨县 ’ 归汉原郡管辖 《 西魏

废帝二年 （ 年 ） 平定蜀境 ， 复于此置临邛郡 ， 北周隋初因之 。 隋文帝开皇三年 （

年 ）
， 废郡 ， 仅置临邛县 。 唐高祖武德元年 （ 年 ） ， 临邛县改属邛州 。 高宗显庆二

年 （ 年 ） ， 自依政徙州治还于临邛县 。 玄宗天宝元年 （ 年 ） ， 改邛州为临邛郡 。

肃宗乾元元年 （ 年 ） ， 复为邛州 。 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 ， 仍置临邛县 ， 属邛州 。 元

世祖至元二十
一

年 （ 年 ） ， 省县 ， 并人邛州 。 明太祖洪武九年 （ 年 ） ， 降州

为邛县 ， 归嘉定州管辖 。 宪宗成化十九年 （ 年 ） ，
复升为州 ， 辖大邑 、 蒲江两县 ，

直至清末 。 民国时期 ， 邛州改为邛崃县。 年 ， 邛崃县划人温江专区 。 年
， 撤

销温江地区 ，
将所辖邛蛛等县划归成都市管辖。 年 ， 邛崃撤县建市 ， 市政府驻临

邛镇 。

邛崃境内文物古迹众多 ，
以古代窑业遗存的发现最为丰富 ，

总称之
“

邛窑
”

， 是成

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址群之一 。 主要由南河和西河流域的十方堂 、 瓦窑山 、 大渔村 、

尖山子 、 柴冲等几处规模较大的窑址组成 ’ 它们在制作工艺 、 装烧方式及装饰技术方面

前后承袭
， 相互影响 ， 联系紧密 ， 时代连续性十分清晰 。 其产品的釉色 、 类型 、 装饰风

格亦丰富多样
， 呈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特色 。 相对于十方堂 、 瓦窑山 、 大渔村等窑址 ， 尖



■ 成都考古发现

山子窑址开展的考古工作显得极为薄弱 。 年 月 ， 当时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

邛崃进行文物普査工作时 ， 首次发现尖山子窑址 ， 并确认了
一处窑包的位置 ， 测量窑包

长 米 ， 宽 米 ， 高 米 ， 在窑包顶端还找到了窑炉和红烧土的痕迹 ， 采集到碗、 盘 、

钵 、 罐 、 砚 、 匣钵 、 支钉 、 垫圈 、 垫板 、 支柱等遗物 。 年 月
，
四川省文物管

理委员会 、 邛崃县文物保管所对窑址再次开展了考古调査 ’ 确认窑包 处 ， 采集到碗 、

壶 、 罐等遗物 ，
初步推断窑址年代约在唐

一

北宋时期 。 年 月
，
为配合邛窑大遗

址保护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 揭示尖山子窑址的文化面貌与内涵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

邛崃市文物局联合对该窑址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 ，
获得了

一

批重要资料。 现将此次调查

的基本情况简报如下 。

一

、 地理环境与 窑包现状

尖山子窑址位于邛崃市临邛镇西江村三组 （ 图一 ） ， 东南方向距村公路约 米 ，

再往东即为西河 （ 邮江 ） ， 南与村落相邻 ，
南距西桥约 米 ， 距十方堂窑址约

米
， 西距邛 （ 崃 ） 水 （ 口 ） 路约 米 ， 西南距大渔村窑约 米 ， 北距王山墩约

米 。 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 〃

、 北纬 。
， 海拔 米 。 这一带的地

貌属于邮江西岸侵蚀堆积地形的一级阶地 ，
邮江发源于大邑县双河乡 山区的九龙池 ， 于

跃进堰口 （ 白岩湾 ） 流入邛崃境内 ， 称西河 。 土壤偏灰棕色 ， 含有一定黏性 ， 结构属于

全新统冲积物 。

窑址现存 个窑包 （ 图二 ） ， 大体呈东西向分布 ， 偏东编为一号窑包 ， 偏西编为二

号窑包
，
窑包之间有涧槽相接 ，

四周为农田 ，
种植油菜 、 玉米等作物 。

一号窑包为一

平面近椭圆形的土堆 ， 东西长约 米 ， 南北长约 米 ， 高约 米 ， 占地面积约 平方

米 ， 窑包上种植少量农作物 ， 分布有零星的现代坟墓 ’ 地表和断面可见到大量的窑业废

品堆积 ；
二号窑包较小 ，

为一平面近圆形的土堆 ，
直径约 米 ， 高约 米 ， 占地面积

约 平方米 ， 窑包上种植少量农作物 ， 地表和断面亦可见到大量的窑业废品堆积。

二
、 釆 集 遗 物

一

）

一 号 窑 包

一号窑包调查采集的遗物有瓷器和窑具两类 ， 其中瓷器的数量较多 ， 可辨器形有

碗 、 杯、 盘 、 灯碟 、 罐等 。 瓷胎一般较厚重 ， 烧结程度高 ， 叩之有清脆声 ， 多数胎体呈

暗红色或浅灰色 ’ 少数呈深灰色 。 碗 、 盘、 杯等小型器皿的内壁和外壁大部分胎面挂有

化妆土 ， 化妆土泛灰白或粉黄色 ， 施轴的范围基本只覆盖于化妆土之上 。 釉色可分淡

青 、 青灰 、 青绿 、 酱青等几种 ， 胎釉的结合程度较差 ， 常见釉层脱落的现象 ， 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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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图一 窑址位置示意图

尖山子窑 大渔村窑 十方堂窑

的釉面玻璃质感强 ， 可见细小的冰裂纹开片 。 器表不流行装饰 ，
几乎均为素面 。 窑具包

括支柱 、 支钉 、 垫圈三类 ， 未发现匣钵 ， 以支钉的数量最多 ， 应用最普遍 ， 故碗 、 盘的

内底多残留有一周支钉痕 。 以下对采集遗物做简要介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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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考古发现 （

米

图二 窑址地形图

瓷器

碗 件 。 侈 口
，
尖圆唇 ， 腹部较矮 。 按腹部形态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型 件 。 圆弧腹 ，
足部较大 ， 足墙低矮 。 按足部形态 的差异 ， 分为二亚型 。

型 件 。 圈足 ， 足墙外撇 ， 足端圆钝 。
： 暗红胎 ， 挂粉黄色化妆土 ，

釉面大部分脱落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深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釉面大部分脱落

，
内 底残留支钉痕 。 口径

、 足径 、
高 厘米 （ 图

三
，

。 ： 暗红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釉面大部分脱落 。 足径 、 残高 厘

米 （ 图四 ， 。
： 浅灰胎 ， 青灰釉 ， 内底残留支钉痕 。 足径 、 残高 厘米

图四 ， 。

型 件 。 饼足
， 足端斜削

一刀 。
，
浅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淡青釉 ，

内底粘连
一

枚支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浅灰胎 ， 挂粉黄

色化妆土 ， 釉面大部分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深灰

胎 ， 挂灰白色化妆土 ， 青灰釉 ， 内底残留支钉痕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 浅灰胎 ， 青绿釉 ， 内底用酱釉书
“

坑木
”

二字 ， 釉面残留支钉痕 。 口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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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厘米

、
■ ■

米

图三
一

号窑包采集瓷器

、 、 、 灯碟 （
：

、
：

、
：

、
：

、 型碗 （
：

、
：

、 、 、 型碗 （ ：

、
：

、
：

、
：

、 、 盘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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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件 。 腹中部折出
一周 凸棱 ， 上腹略束 ， 下腹弧 内收 。 ：

， 浅灰胎 ， 挂

灰白色化妆土 ， 釉面大部分脱落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 四 ，
。

：

， 浅灰

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青绿釉 。 口径 、 残高 厘米 （ 图 四 ， 。

碗足 件 。 饼足 ， 足端斜削一刀 。
： 浅灰胎 ， 青绿釉 ，

内底残留支钉痕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 四 ，
。

：

，
浅灰胎

，
淡青釉 ， 内底残留支钉痕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 四 ， 。

杯 件 。 口部残缺 ， 深弧腹 ，
小饼足 ， 足端斜削

一刀 ，
足底 内 凹 。

： 浅

灰胎
，
挂灰白色化妆土 ， 淡青釉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 四 ， 。

：

，
暗红

胎 ， 青绿釉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四 ，
。

”
—

‘

厘米
，

厘米 厘米
、 、 、 、

图四
一号窑包采集瓷器

、
型碗 （

：

、

：

、
型碗 （

：

、

：

、 杯 （
：

、
：

罐 （
：

、 碗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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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件。 敛 口
， 尖圆唇 ， 浅斜直腹 ， 平底 。 ：

， 暗红胎 ， 挂粉黄色化妆土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 浅灰胎 ， 挂灰白色化

妆土 ， 淡青釉 ， 内底残留支钉痕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三 ， 。
： 浅灰

胎
，
挂灰白色化妆土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灯碟 件 。 口部微内敛 ， 厚圆唇 ， 浅腹 ， 平底 。
：

， 深灰胎 ， 酱青釉 ， 外壁

粘连窑渣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 暗红胎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 深灰胎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三 ，
。

， 深灰胎 ， 釉面脱落。 口径 、 底径 、 高 厘

米 （ 图三 。

罐 件 。 敛 口
， 平唇 ， 溜肩 ， 肩部带方桥系 。

： 暗红胎 ， 釉面大部分脱

落 。 残高 厘米 （ 图四 ，
。

窑具

支钉 件。 以五齿居多 ， 极少数为六齿 。 按形制差异 ， 分为二型 。

型 件 。 圆环形 ，

一面带齿状凸起 ，
另一面为平底 ，

齿尖短而钝 、 略外翻 。

： 浅灰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五
，

。
：

， 深灰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髙 厘米 （ 图五 ，
。

：

，
深灰胎 ，

表面呈灰德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五 ， 。
：

， 浅灰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厘

米 （ 图五 ，
。

：

， 深灰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五 ，

。

：

， 深灰胎 ， 表面呈棕褐色 ， 有窑汗。 直径 、 高 厘米 （ 图五 ，
。

型 件 。 口 小底大 ，
呈皇冠形 。

：

， 深灰胎 ，
表面呈棕褐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五 ，
。

垫圈 件。 按形制差异 ， 分为五型 。

型 件。 平面呈内外两圈 ， 中间为一周凹槽 ，
外壁带有 明显的捏制痕迹 。

：

， 暗红胎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六 ， 。 ， 暗红胎 。 直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 暗红胎。 直径 、 高 厘米 图六

，
。

型 件 。 圆环形 。
：

， 暗红胎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六 ， 。

： 暗红胎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六 ， 。

型 件 。 形制与 型略同 ，
内圈带一凸唇。

：

， 浅灰胎 ，
表面呈棕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六 ， 。
：

， 深灰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

六
，

。

型 件 。 楔形。
： 深灰胎 ， 表面呈棕色 ， 外壁粘连窑渣 。 厚 厘米 （ 图

六
， 。

型 件 。 圆板形 。
：

，
暗红胎 ，

表面呈棕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

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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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考古发现 （

一
乂

職 ： 概
八

图五 一号窑包采集窑具

型支钉 （
：

、
：

、
：

、
：

、
：

、
：

型支钉 （
： 支柱 （

支柱 件 。 长筒形 ，
腰部略束 ， 底径略大于顶径 ， 中空 。 ： 深灰胎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五 ， 。

二
）
二 号 窑 包

二号窑包调査采集的遗物也包括瓷器和窑具两类 ， 其中瓷器的数量较多 ，
可辨器形

有碗 、 盏 、 杯 、 盘 、 钵 、 盆 、 罐等 ， 瓷胎
一般较厚重 ， 烧结程度高 ， 叩之有清脆声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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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厘米 厘米
、

图六 一号窗包采集垫圈

八型 （
：

、
：

、
：

、 型 （
：

、
： 型 （

：

型
（

：
、

型
（

：

、
：

数胎体呈浅灰色或深灰色 ， 少数呈暗红色 ， 碗 、 盏 、 盘 、 杯等小型器皿的内壁和外壁大

部分胎面挂有化妆土 ， 化妆土泛灰白或粉黄色 ， 施釉的范围基本只覆盖于化妆土之上 ，

釉色可分淡青 、 青绿 、 青黄 、
天青等几种 ， 胎釉的结合程度较差 ， 常见釉层脱落的现

象 ， 质量较好的釉面玻璃质感强 ， 可见细小的冰裂纹开片 ， 个别釉面呈乳浊失透状 。 器

表不流行装饰
，
以通体素面为主

， 极少数的钵外壁有彩绘图案 。 窑具可辨支柱 、 支钉 、

垫圈三类 ， 未发现匣钵 ，
以支钉的数量最多 ， 应用最普遍 ， 故碗 、 盘的 内底多残 留有一

周支钉痕 。 以下对采集遗物做简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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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

碗 件 。 侈 口
，
尖圆唇 ， 腹部较矮 。 按腹部形态的差异 ， 分为二型。

型 件 。 圆弧腹 ， 饼足 ， 足部较大 ， 足端斜削
一刀

， 足墙低矮 。
： 深灰

胎 ，
挂灰 白 色化妆土 ， 青绿釉 ， 内底粘连一枚支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

七
， 。 ， 深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淡青釉 ，

内底残 留支钉痕 。 底径 、 残

高 厘米 （ 图七 ，
。

： 深灰胎 ，
挂灰白色化妆土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七 ， 。
：

， 暗红胎 ， 挂粉黄色化妆土 ， 青黄釉 ，
内底残 留

支钉痕 。 口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七 ，

。
：

， 浅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

土 ， 釉面脱落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七 ，
。 ：

， 深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八 。

型 件 。 腹 中部折出
一

周凸棱 ，
上腹略束

， 下腹弧内收 。
： 浅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天青釉 ， 釉面呈乳浊失透状 。 口径 、 残高 厘米 （ 图八 ，
。

盏 件 。 尖圆唇
，
圆弧腹 ， 小饼足 ， 足墙外撇 ，

足端斜削
一

刀 ， 足底 内凹 。 按 口

部的差异 ， 分为二型 。

型 件 。 直 口 。
：

， 深灰胎 ， 挂灰白色化妆土 ， 青绿釉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七 ，

型 件 。 敛 口 。
： 浅灰胎 ， 挂灰白色化妆土 ， 釉面脱落 。 口 径 、 底径

、 高 厘米 图八 ，
。

杯 件 。 口 部残缺 ，
上腹呈亚腰筒形 ， 平底 ， 下接小饼足 ， 足墙外撇 ，

足端斜削

一刀 ’ 足底 内 凹 。
： 深灰胎 ， 挂灰 白色化妆土 ， 青绿釉 。 底径 、 残高 厘米

图八 。

盘 件 。 敛 口
， 尖圆唇 ， 浅斜直腹 ， 平底 。

： 深灰胎 ， 釉面脱落 。 口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八 ，
。

钵 件 。 敛 口
， 圆唇 ， 丰肩 ， 鼓腹 ， 腹部以下残缺 。

： 浅灰胎 ， 挂灰 白

色化妆土 ，
天青釉 ， 釉面呈乳浊失透状 ， 外壁釉下施酱 、 绿二色彩绘 。 残高 厘米 （ 图

八
’

。

盆 件 。 仅存 口 、 腹部残片 ， 形制与 型碗接近 。
： 深灰胎 ， 挂灰白色化

妆土 ， 釉面脱落 。 口径 、 残高 厘米 （ 图八 ， 。

罐 件 。 仅存底部
，
均带饼足 ， 足端斜削一刀

， 足墙低矮 。
：

，
浅灰胎 ， 青

绿釉 。 底径 、 残高 厘米 （ 图八 ，
。 ： 深灰胎 ，

青绿釉 。 底径 、 残高

厘米 图八 ，
。

装烧标本 件 。
：

， 件碗重叠粘连 ，
以支钉间隔 。 深灰胎 ， 青绿釉 。 残高

厘米 （ 图七 ， 。
： 件碗重叠粘连 ， 以支钉间隔 。 深灰胎 ， 青绿轴 。 残高

厘米 （ 图七 ， 。
： 碗坯与支钉粘连 。 深灰胎

，
釉面脱落 。 残高 厘米 （ 图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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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米
、 、 、

、 、

图七 二号窑包采集遗物

装烧标本 （
：

、
：

、
：

、 支钉 （
：

、
：

、
型碗 （

：

、

：

、

：
、

：
、

： 型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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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厘米 ▲
厘米

、 、 求

图八 二号窑包采集遗物

盆 （
： 盘 （

：
、 罐 （

：

、

： 杯 （
：

型垫圈 （
： 八型碗 （ 丫 钵 （

型盏 （
： 型碗 （ 丫

支柱 ： 型垫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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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貝

支钉 件 。 圆环形 ，

一

面带齿状凸起 ，
另一面为平底 ， 齿尖短而钝 、 略外翻 。

：

，
深灰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七 ，

。 ： 深灰

胎 ， 表面呈灰褐色 。 直径 、 髙 厘米 （ 图七 ， 。

垫圈 件。 按形制差异 ， 分为二型 。

型 件 。 平面呈内外两圈 ， 中间为
一周 凹槽 ， 外壁带有 明显 的捏制痕迹 。

：

， 暗红胎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八 ，
。

型 件 。 圆环形 ，
内圈带

一凸唇。
：

， 暗红胎 。 直径 、 高 厘米 （ 图

八 ， 。

支柱 件 。 长筒形 ， 腰部略束 ， 底径略大于顶径 ， 中空 。 浅灰胎 ， 底部

有明显的搜制痕 ， 外壁粘连窑汗 。 顶径 、 底径 、 高 厘米 （ 图八 ，
。

三
、 制作与 装烧工艺

从一 、 二号窑包采集的瓷器标本看 ，
二者文化面貌十分接近 。 总体而言 ， 尖山子窑

的瓷器制作规整 ， 采用快轮拉坯 ， 拉坯痕迹明显 ， 烧造变形率较低 ， 但器形种类不够

丰富 ， 以碗 、 盏类产品最常见 ， 数量上占大宗 ， 流行弧腹 ， 折腹的所占比例较小 ， 腹部

多较深 ， 足部呈圆饼状 ， 足底明显内凹 ’ 足端一般都有斜削一刀的做法 。 除碗 、 盏外 ，

杯、 盘 、 钵 、 灯碟 、 罐 、 盆的数量都很少。 器物胎体偏厚重 ， 胎质较粗 ， 胎色有浅灰 、

深灰 、 暗红等之分 ，
这一方面应与原料系就地取用 、 质量不甚理想有关 ， 另

一

方面也表

明制备坯料的过程中淘洗程度还不够精细 ’ 因而碗、 盏 、 杯、 盘 、 钵等小型器皿的表面

基本挂有一层颜色较浅的化妆土以掩饰胎体 。 釉色以青釉为主 ， 部分因釉料中铁元素含

量的高低或受到烧造氛围的影响而呈现出淡青 、 青灰 、 青绿 、 酱青等色调 。 值得注意的

是
，
尖山子窑烧造的个别碗 、 钵标本的釉面巳经出现乳浊失透状的效果 ， 从出现频率极

低的情况推测 ， 应当是
一

种窑变的现象 ， 但是否对邛窑在晚唐五代以后大量烧造乳浊釉

瓷器有直接影响 ， 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 此外 ， 大部分瓷器的胎轴结合程度较差 ’ 普遍有

脱釉的现象 ， 器表以素面居多 ， 仅极少数的钵外壁有彩绘图案 ，
说明装饰技术在这个窑

场并不流行 。

除瓷器外
，
窑址内还出土了大量各种式样的多齿支钉 、 支柱 、 垫圈等 ， 但未见匣

钵 ， 说明该窑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裸烧工艺 。 根据各类窑具的发现情况和瓷器表面残留

的装烧痕迹 ， 我们将尖山子窑所采用的装烧方法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种 ：

支钉 支柱组合装烧

主要应用在碗类器物上 ’ 有两种装烧情况 ： 其一即所谓
“

釉口覆烧法
”

， 是在筒形

支柱顶面齿部朝上放置
一枚支钉 ， 然后将碗的坯件反扣在支钉上 ， 再于器外底套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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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钉 ， 依次反扣坯件 ； 其二则采用仰烧 ， 将支钉的齿尖与支柱顶面接触 ， 使支钉平面朝

上
， 碗足套入支钉的穿里 ， 碗口 向上 ，

内底再置支钉 ，
穿内再套碗足 ， 依次反复 。 采用

这两种装烧技术装烧的碗 ， 外腹下部大多残留有一圈疤痕 ， 内底
一周则 留有数个大小不

一

的支钉痕迹 。 相比而言 ， 前
一种技术更能够节省窑内空间 ，

提高产量 。 同时 ，
为防止

支柱在斜坡式窑床上倾覆 ，
支柱底部还需要垫放

一种楔形垫圈来保持平衡。

支钉、 垫圈组合装烧

通体呈圆板或圆饼形的垫托具在东汉晚期至明代窑址内均有不少发现 ， 广东惠州窑

头山北宋窑址出土的圆形托板直接将碗坯反扣于板面 。 尖山子窑的 型垫圈则是与支

钉组合使用的 ， 具体步骤是先在垫圈平面对称放置四个束腰形带座支钉 ，
齿尖朝上 ， 然

后将器物坯件反扣于支钉齿部 。 根据四川邛崃固驿瓦窑山
一

号窑包 出土的同类遗物

： 、 ： 可知 ， 垫板最后是卡放在盆或钵的内壁近 口沿处入

窑装烧的 。 此外 ， 垫圈上盛放好坯件后也可能被平放到筒形支柱顶面 ，
盘心又立

一

柱 ，

柱上再置垫板
，
如此反复 ， 形似多级伞状 。 类似的伞状装烧方式在北朝晚期至隋代的邢

窑已经出现 ， 河北内丘城关邢窑址 式窑柱 （ 内
： 即为实例 。

四 、 窑 址 年 代

关于尖山子窑的年代 ’ 以往的研究者意见不
一

， 以陈丽琼为代表的意见认为窑址烧

造于隋代 ，
以陈显双为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其年代约在唐

一

北宋时期 。

首先 ， 就尖山子窑瓷器的总体面貌来看 ， 胎质较粗糙 ， 胎体厚重 ， 器类组合简单 ，

实用性强 ， 可容量大 ， 器表简朴少纹饰 ， 釉色不稳定 ， 玻璃质感较强 ，
富有早期青瓷

的特色 。 装烧方面尚未使用匣钵 ， 表明 尚处于青瓷生产的草创阶段。 此外 ， 生产工艺方

面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如碗 、 盏 、 杯等饼足足底面内 凹 ， 足端通常被斜削
一周

， 形成足

壁 、 削棱和足底的三折面 。 这种工艺现象在各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瓷窑的产品上 比较

常见 ’
四川地区窑场包括成都青羊宫窑 、 邛崃固驿瓦窑山窑 、 邛崃大渔村窑 、 崇

州天福窑 、 灌县金马窑 、 江油青莲窑
°

等 ， 四川 以外则可举河北邢窑 、 河南安

阳窑 、 山东淄博中陈郝窑 、 江苏徐州户部山窑 、 湖南湘阴窑 、 广西桂林

窑 等为例 ’ 这些窑址的年代跨度从北朝晚斯至唐代早期 。

其次 ， 如二号整包采集的青瓷盏为直 口 ， 尖圆唇 ， 圆弧腹 ，
小饼足 ，

与之相仿的

出土物见于四川三台牌坊垭唐代崖墓 、 成都十二桥遗址
“

隋唐文化遗存
”

内
，

年代约在七至八世纪初 。 盘为敛 口
， 浅斜直腹 ， 平底 ， 与扬州城 出土的一件

青釉钵 相同 ， 叠压于唐代罗城城墙之下 ， 根据扬州出土的唐代墓志材料推测 ，

罗城的修筑年代至少在天宝九年 （ 年 ） 以前
， 因此 的年代下限当不会晚于这个

时间 。 型碗的口 沿微侈 ， 圆弧腹 ， 与河南巩义芝田唐代墓地 、 出土的瓷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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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稍早 ， 属于发掘报告划分的第一期 ， 略晚 ， 为第二期前段 ，
两座墓的绝对

年代被界定于公元 年 。 此外 ，
世纪 年代十方堂五号窑包出土的一件青

釉同型碗标本 （ ③ ： 外壁以红褐色彩题书有
“

先天二年二月八 日适记

泗
”

字样
°

，
先天二年为公元 年 。 型碗的形制与邛崃大渔村二号窑包采集的 型

碗 （ 采 相同 ， 其原型可能源 自玻璃器 ， 河北景县北魏正光二年 （

年 ） 封魔奴墓 及山西大同南郊变电站北魏墓 出土的可能产于罗马或萨珊

地区的翠青色和蓝色玻璃碗均与之相近 。 此外 ， 折腹器物也是西方陶器 、 金银器上颇

为流行的样式 ， 它们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在 世纪初的陶瓷器制作上反映得很突出 ， 这方

面的考古纪年材料也十分丰富 ， 如陕西乾县唐神龙二年 （ 年 ） 永泰公主墓 、 陕

西富平唐景云元年 （ 年 ） 节愍太子墓 、 西安东郊唐开元二十一年 （ 年 ） 韦美

美墓 、 河南鹤壁唐开元二十六年 （ 年 ） 王仁波墓 、 广东韶关唐开元二十九年

年 ） 张九龄墓 出土物 ，
成都西郊金沙堰村 出土的一件瓷碗亦属同型 ， 该墓

的年代在唐代中期偏早 。 二号窑包采集的
一

件青釉杯上腹呈亚腰筒形 ， 平底 ，
下接

小饼足 ， 亦属于模仿金银器的产品 。 粟特地区的筒形带把银杯大约 自 世纪中叶开始出

现 ，
腹侧的环把上一般都附加宽指垫或指鎏 ， 上面还经常装饰有浮雕状人头像

°

。 中

国唐代仿制的粟特式金银杯环把通体无纹饰 ， 更无指鎏 ，
盛行一种窄指垫上翘与环把呈

字的样式 ， 典型者如西安沙坡村 、 何家村 窖藏出土物 。 尖山子采集的这类

饼足杯不带环把 ， 可视为粟特式筒形杯的简化形制 ， 陶瓷器中与之可对比的有江西丰城

洪州窑址 、 河北内丘邢窑址及河南偃师杏园村唐开元十七年 （ 年 ） 袁氏墓 、

江苏扬州双桥公社唐墓 出土的青釉 、 白釉和三彩器 ， 年代集中在 世纪前半 。

再次 ， 成都青羊宫窑 、 邛崃瓦窑山窑 、 邛崃大渔村
一号窑 、 崇州天福窑等是四川盆

地年代相对明确的早期青瓷窑场代表 ’ 与它们相 比 ， 尖山子窑在瓷器类型组合方面未见

到深腹饼足碗、 盘口壶 、 高足盘、 方桥系罐等标本 ， 说明其创烧年代可能略晚 ’ 其文化

面貌与邛崃大渔村二、 三号窑最为接近 ， 烧造年代也应相当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尖山子窑的年代定在盛唐时期较为恰当 ， 即 世纪后半叶至 世

纪中叶 。

五 、 结 语

就 目前已掌握的资料表明 ， 与尖山子窑文化特征和时代相近的窑址还包括成都青羊

宫窑 、 邛崃瓦窑山窑 、 邛崃大渔村窑 、 崇州天福窑 、 灌县金马窑 、 江油青莲窑等 。 这些

窑场的地理位置比较分散 ， 生产规模偏小 ’ 延续时间短 ， 装烧中 尚未使用匣钵而均采用

裸烧工艺 ，
且常见以支钉作间隔具 ， 产品主要是 日用的碗 、 盘 、 罐等器物 ， 种类相对不

够丰富 ， 器表则以通体素面者居多 ， 体现了川西早期青瓷窑场的基本面貌与状况 。 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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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窑作为当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
对于研究和探索川西平原窑业的创建与发展轨迹 、 窑场

间的传承与相互影响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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