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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湖越窑考古遗址公园包含了
上林湖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大约 15平方公里的区域，如今已
完成遗址本体保护、环境整治提升、
博物馆陈列、遗址展示、服务配套、
运营管理的近期项目，一个具有鲜明
特色的考古遗址公园已初步建成。

提升环境风貌

上林湖越窑遗址所涉及的 8800 余
座坟墓已全部完成迁移安置和墓地整
理工作。2016 年底，同步启动了坟地
复绿工作，已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共
拆除包括“上林山庄”等在内的违法建
筑50余户，面积4000多平方米。位于上
林湖大坝两侧的水库管理站和防汛亭
风貌提升项目工程已完成并通过验收，
上林湖南岸公路两侧民居的立面改造
工程已完成 40 余幢。上林湖周边山体
白化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坝两侧密
密麻麻的坟头不见了，呈现一派郁郁葱
葱的景象。北宋文人、时任余姚知县谢
景初笔下“山水有奇秀”“翠巘围四
垠”的上林湖美景正逐渐复原。

强化遗址本体保护

根据已获批的 《上林湖越窑遗址

保护整治方案》，对荷花芯窑址原保
护棚加以修整，拓宽挖深两侧排水
沟 ， 并 对 原 排 水 管 进 行 拆 除 和 移
位，基本解决了窑炉内雨天积水和
湿气过重的问题。委托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对窑址各种病害因素进行
检 测 ， 编 制 完 成 《上 林 湖 （荷 花
芯、后司岙） 越窑遗址抢救性保护
工程设计方案》，并获国家文物局批
复并开始实施。完成荷花芯、后司
岙等重点窑址视频监控系统，并设
置有保护围栏。通过文物本体保护
展示、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对重
点 窑 址 所 在 水 库 岸 坡 进 行 了 加 固 ；
通过复绿工程，对遗址保护区所在
范围进行了覆土保护和植草绿化。

丰富遗址展示内容

目前，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已完成
建造和装修、布展工作，其占地约
12500平方米。功能设置包括越窑青瓷
展览区、研究中心、管理办公用房和
辅助用房四个部分，总建筑面积约
3500 平方米。展览区为主，设置序厅
和三个展厅，研究中心为辅，另设有
标本室、档案室、监测、监控室、多
功能报告厅等管理用房。

博物馆以出土器物、瓷片标本、

图表、模型、多媒体、场景创作等多
种手段系统解读上林湖越窑遗址，布
展特别突出“上林湖越窑遗址概况
——越窑工艺及其影响——秘色瓷和
宫廷用瓷——海丝交流和传播”的展
览主线，展示上林湖作为唐宋越窑中
心产地的制瓷工艺水平及其对其他窑
场的影响，秘色瓷的历史地位以及唐
宋时期外销瓷重要生产基地对文化交
流作出的贡献。

遗址现场展示是上林湖越窑考古
遗址公园的对外展示的一项重要内
容。分原址展示、模拟展示、考古展
示、标识展示四种方式。荷花芯、竹
园山、后司岙三个窑址展示点均位于
上林湖西岸，游线统一，且位置相
近，布局合理。观众可通过游步道步
行或者选择乘坐环保动力船只抵达荷
花芯窑址，先参观已经发掘过的窑
址，以及观摩龙窑复原模型，对越窑
窑场布局及龙窑、作坊等形制有个初
步了解；乘船至竹园山窑址，则可看
未经发掘的窑址原始堆积，对目前绝
大多数窑址的现状有个基本认识；继
续坐船，进到后司岙窑址，可以参观
考古发掘现场，对越窑遗址的考古及
保护工作有进一步的认识。边发掘边
展示，这在瓷窑址类的遗址公园目前
尚属首例。

同时，在遗址公园的码头、窑址
展示点以及博物馆入口处设置有价值
诠释和游客引导两大类标识标牌，均
配备中英文解说，以方便游人参观。

设立遗址文保所深化管理

2017 年，慈溪市专门成立上林湖
越窑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为负责上
林湖越窑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的独立
法人机构，公益性事业单位。文保所
行政上直接受慈溪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领导，业务上在国家文物局、浙
江省文物局等的指导下，开展遗产日
常保护、管理等具体工作，其主要职
责为：负责上林湖越窑遗址的保护和
日常管理、巡查、监测，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各项业务工作；负责遗址博
物馆的免费开放，配合开展遗址的考
古发掘，研究挖掘越窑青瓷文化，向
公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文保所内设
办公室、业务部、巡查保卫部和社教
服务部。

与此同时，《上林湖越窑遗址监
测管理工作制度 （试行）》《上林湖
越窑遗址巡查管理办法》《上林湖越
窑遗址游客管理办法 （试行）》《上
林湖越窑遗址监测报表填报管理办法

（试行）》《上林湖越窑遗址文物保护

管理所员工学习培训制度》《上林湖
越窑遗址游客意见、建议及投诉处理
办法 （试行）》 等规章制度，对遗址
的监测、巡查，以及遗址公园的公共
安全、人员培训及投诉反馈等，都有
明确规定，并指定有专门巡查人员定
期和不定期对遗址进行巡查，同时开
展遗址保护展示、整治工程记录及窑
址病害监测记录。通过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定制的监测云软件，实时上传
日常的巡查数据。从 2016 年 12 月上
线以来，目前已完成 2000余次数据上
报。

此外，提升遗址公园的服务品
质。目前由上林湖越窑博物馆提供，
承 担 医 疗 救 护 、 问 询 、 售 卖 、 休
息、厕所、电话、上网、垃圾收集
等功能。博物馆入口西侧有无障碍
坡道可进入博物馆内部，并通过电
梯 逐 层 参 观 ， 同 时 馆 内 配 备 有 轮
椅，可提供无障碍服务。公园设有
对外停车场三处，可提供车位 210 余
个 。 水 上 游 线 配 有 环 保 动 力 船 只 ，
设有配套码头和停靠点。遗址公园
目前聘有 2 名专职讲解人员，并招募
有一定数量的志愿讲解员。这些志愿
讲解员是具有外语专业背景的文化遗
产志愿者，可以提供英语、俄语等多
国外语讲解服务。

目前，上林湖越窑考古遗址公园
有 专 门 网 站 ： http://www.yueyao.
com/，可供考古爱好者浏览；并设有
邮 箱 shanglinlake@163.com， 电 话
0574-63550821。

建设特色鲜明的考古遗址公园

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匡堰
两镇，距市区约 10公里，总面
积约为 1518.3 公顷，分遗址展
示区、考古预留区、管理服务片
区、东横河展示片区、农业体验
区和自然山林区六个功能片区。

其中，遗址展示区位于上林
湖西南侧，包括荷花芯窑址、后
司岙窑址和普济寺遗址等展示
点；管理服务片区位于上林湖南
侧，包括主入口、上林湖越窑博
物馆、上林湖越窑考古工作站、
码头等，为遗址公园的运营和管
理提供配套公共服务。

上林湖地区的考古调查，始于 20
世纪 30年代，陶瓷考古学界泰斗陈万
里先生曾多次到宁绍平原调查越窑遗
址，并于 1935年到达上林湖，确认上
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地。他认为
如果陆龟蒙的 《秘色越器》 指的是

“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窑的产地。并
且认为越器是民间用品、秘色瓷是进
御用品，两者都是越窑产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省、市、
县多级文物专业部门先后成立，并对
宁绍平原陆续展开多次详细的考古调
查工作，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两次专题调查，在大量详实野
外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确定上林湖地
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区，是唐宋时期的
窑业中心。同时基本理清了上林湖地
区唐宋时期窑址的分布范围与窑业面
貌。

越窑遗址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开

始于 1990年，十年期间，掀起了越窑
考古的第一次高潮，重要工作有如下
几 次 ： 1990 年 低 岭 头 窑 址 的 试 掘 、
1993 至 1995 年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
掘；1998至 1999年古银淀湖寺龙口窑
址的发掘；1999 年白洋湖石马弄窑址
的发掘。前两次发掘均为有计划、学
术目的明确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石马
弄窑址则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发
掘。2014至 2015年，再次对荷花芯窑
址进行主动性发掘。

其中，荷花芯窑址是首次对唐宋
时期越窑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
掘，揭露了丰富的作坊遗迹现象，揭
示了唐宋时期越窑的窑场布局、制作
工艺流程以及窑业生产与管理等重要
信息，为恢复唐宋时期越窑的制瓷工
艺、窑场格局，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的浙江青瓷申遗工作提供了大量详
实的野外材料。通过揭露的晚唐、五

代、北宋时期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以
建立唐宋时期越窑发展较为完整的年
代序列，为越窑瓷器的更详细分期提
供了地层学证据。大量唐宋时期精美
越窑标本的出土，大大拓宽了我们在
造型、装饰、成型、烧造等方面对于
越窑的认识，使越窑的内涵更加丰富
多彩。

而寺龙口窑址的考古发掘，不仅
对鉴别、研究越窑南宋早期烧造的
宫廷用瓷或贡瓷有重大意义，也有
力地纠正了越窑衰落和停烧于北宋
中晚期的传统观点，首次揭露了完
整的南宋时期越窑窑炉，系统地展
示了越窑南宋初期的生产面貌。寺
龙口窑址众多的堆积层位关系及其
异 常 丰 富 的 堆 积 包 含 物 的 考 古 发
现，也为开展越窑考古的地层编年
和考古分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
学基础。出土的大量瓷器，以明确

的考古学层位，向我们展现了唐末
到 南 宋 不 同 阶 段 越 瓷 的 特 征 风 貌 、
工 艺 技 术 的 历 史 演 进 和 特 征 变 异 。
该考古发掘项目被列入“1998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
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同时为窑址群
的下一步保护与展示规划编制提供依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
文 物 管 理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提 交 的

《2014-2018 年越窑五年考古工作规
划》 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完成荷花芯作坊区发
掘的基础上，于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1 月对后司岙窑址展开了大规模的发
掘。

后司岙窑址位于上林湖中部的西
岸边，编号为 Y66，这里是上林湖越
窑遗址的最核心位置。从历年来调查
的情况来看，产品中秘色瓷比例高、

质量精、种类丰富，是晚唐五代时期
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发掘面积近
1100 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
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
坊遗迹，清理了厚 5 米多的废品堆
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

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
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
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
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
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后司岙窑址始于唐代晚期，止于五
代，基本与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延续的
年代相始终。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
址考古发掘项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及其在考古学方法上的探索与创新，
获得了“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荣誉称号。

一系列考古发现大大推动了越窑
青瓷的学术研究，《寺龙口越窑址》

《越窑、秘色瓷》《2002 年越窑国际学
术讨论会专辑》《青瓷与越窑》《上林
湖越窑》《越窑青瓷文化史》《越窑瓷
墓志》《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等
报告、专著、论文集相继出版。

遗址价值不断深挖

上林湖越窑遗址的保护管理工
作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窑址
调查。1963 年，上林湖青瓷窑址被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浙江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 年，慈
溪文物部门组织文物普查小组，对
上林湖青瓷窑址进行调查，发现东
汉三国、南朝至北宋时期青瓷窑址
97 处 。 不 久 ， 成 立 上 林 湖 越 窑 遗
址文保所。自 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伊

始，慈溪加大了对上林湖越窑遗址
的保护管理力度，除积极配合省、
市级文物考古部门做好遗址的调查
和 发 掘 工 作 外 ， 还 安 排 了 专 项 经
费，用于遗址的保护和管理。

慈溪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都非
常 重 视 上 林 湖 越 窑 遗 址 的 保 护 管
理，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列入了“十
二五”“十三五”规划，列入年度政
府工作报告，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在专业部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划定
了 遗 址 的 保 护 范 围 和 建 设 控 制 地
带，委托专业单位编制了 《上林湖
越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获国家文
物批准后，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
实施。同时加大对违法犯罪活动的
打击力度，将三名盗掘遗址的罪犯
绳之以法；对荷花芯等经过考古发
掘的窑址，搭建永久性保护棚，并
实施科技保护工程；更多未经考古
发掘的窑址则实行原状保护，严格
禁止在窑址上建造房屋坟墓；窑址
密集的后司岙、狗头颈、竹园山区
域，将山林用地征为国有，以实施
更好的保护。大力开展遗址环境风
貌的保护提升，搬迁了保护范围内
的吴家溪自然村，17 户居民妥善得
到异地安置。尤其是 2016 年下半年
举全市之力，迁移了 8800 余座现代
坟墓，并完成坟墓的平整和复绿工
程，拆除违法建筑 4000 多平方米，

大大改善了上林湖的环境风貌。
为使遗址的保护得到市民的广泛

支持，慈溪市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宣传
教育活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

“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两年一届的
“青瓷文化艺术节”，以及公共考古、
青瓷文化进校园讲座、青瓷展览、摄
影比赛、成立文化遗产志愿者组织
等，使得更多的市民增加了对越窑青
瓷的认识。近年来启动的上林湖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和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使慈溪市在遗址保护管理的
理念认识和方法手段方面有了明显的
提升。

几十年的严格依法保护，使得上
林湖越窑遗址总体保留了从东汉至
南宋的历史信息，具有较好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不仅遗址的本体保存
完好，上林湖越窑烧造时期与其选
址、建造、置备原料、瓷器运输密
切相关的山林地带地形和历史水系
也基本保存完整。同时，上林湖为
一级水源保护区，且为省级风景名
胜区，有着宜人的山水美景，环境
清幽。

丰硕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揭
示了越窑的文化内涵，丰富了人们对
越窑青瓷的认识，为上林湖越窑遗址
的保护管理提供了学术支撑，学术成
果和保护成果共同奠定了考古遗址公
园最为坚实的基础。

保护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

上林湖越窑遗址现已发现的窑址
群分布区以上林湖水库为中心，包括
周 边 的 古 银 锭 湖 旧 址 （现 已 为 农
田）、白洋湖水库、杜湖水库、里杜
湖水库边缘的丘陵与平原交界地带，
现已发现瓷窑遗址近 200处，已编号
窑址 179 处，遗存分布区面积总计
232公顷。其中，核心的上林湖片区
共有编号窑址 115处，遗存分布区面
积为180公顷。

上林湖越窑是唐宋越窑青瓷的
中心烧造区，历史沿用年代为公元
2 至 12 世纪 （东汉～宋），其产品
曾 代 表 了 中 国 青 瓷 制 造 的 最 高 水
平，展现了中国古代青瓷制造业的
重要发展阶段，并作为中国南方青
瓷全盛时期的代表，在 9 至 11 世纪

曾对埃及、波斯地区、朝鲜半岛和
日本列岛等地的陶瓷制作产生过显
著影响。上林湖越窑遗址是目前发
现的烧造年代久远、规模最大、窑
场分布最集中的青瓷窑址群，属中
国 古 代 制 瓷 工 业 最 重 要 的 遗 址 之
一，展现了越窑从创烧、发展、繁
盛至衰落的整个历史轨迹，被誉为

“露天青瓷博物馆”。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 入 选 全 国 百 大 遗 址 ， 2006 年 、
2012 年，两次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 年被列入

“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遗产点名
单和《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
划》，其突出普遍价值为世所公认。

被誉为“露天青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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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湖越窑考古遗址公园上林湖越窑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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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八棱净瓶与装烧匣钵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枕

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景鸟瞰图

上林湖越窑博物馆鸟瞰

上林湖瓷片堆积上林湖瓷片堆积

上林湖越窑博物馆第一展厅

后司岙窑址秘色瓷与瓷质匣钵的出土

荷花芯窑
址现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