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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烧了千余年，如今遗址踪影难觅

让东钱湖越窑遗产“活”起来
记者 朱军备

上个月，由宁波市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院长王结华、宁波考古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罗鹏合著的 《青瓷
千年映钱湖》 正式出版。该书系统
介绍了东钱湖窑场历年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的成果，对出土的瓷器、窑具等
作了详尽的介绍，是第一部系统研
究东钱湖越窑青瓷窑场的专著。

回望历史，从东汉晚期到南宋
初叶，东钱湖周围烧制青瓷的熊熊
炉火持续 1000 多年，其间虽偶有
停滞，但并不曾完全熄灭。这里生

产的青瓷产品，种类丰富，造型优
美，纹样精致，技艺娴熟，曾贡奉
朝廷，畅销国内外，是千年前享誉
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象征之一。

历史上分布广泛、辉煌一时的
东钱湖窑址，如今却踪影难觅。有
的埋没在荒郊野外甚至遭到人为破
坏，有的则封闭在宾馆里、会所中
无人欣赏，那些好不容易挖掘出来
的精美瓷器也“沉睡”在库房里无
处陈列，普通市民和游客想一睹东
钱 湖 的 古 窑 址 和 古 瓷 器 的 “ 真
容”，却无缘一饱眼福！

宁波出土的古陶瓷已不是单一
的陶瓷研究对象，而是通过江海向
世界传播陶瓷文化的一个重要亮
点，它证明了宁波在“海上丝绸之
路”及“浙东运河”中的特殊地位。

东钱湖诸多自然与人文景观
中，青瓷文化可以说是最有特色、
最不可复制但也是最被漠视的文化
旅游资源之一。众多窑址或因建设
而破坏，或被简单填埋在小区建筑
物地下。上水岙窑址局部虽被原址
保护，却只建了一个简陋的所谓现
场展示馆，没有很好利用并发挥作
用，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
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将上水岙窑
址 展 示 馆 布 置 好 ， 并 对 公 众 开
放。其实，像东钱湖这样的越窑
青瓷中心，建一个像模像样的青
瓷 文 化 博 物 馆 或 越 窑 遗 址 展 示
馆，是非常有必要的。既可保护
古窑址、展示古瓷器，增加一个旅
游景点，又可引来青瓷文创产业，
丰富东钱湖的文化内涵，拉动东钱
湖文化旅游。 （爱东）

上水岙窑址出土的花口尊。（资料图）

东钱湖出土的精美瓷器碎片。（资料图）

2012年11月至12月上水岙窑址考古现场。 （王结华 罗鹏 摄）

手绘东钱湖窑址群示意图。 （朱勇伟 绘）

下水刀子山（老鼠山）8年前的堆积层。（朱勇伟 摄）

东钱湖有必要
建个青瓷文化博物馆

远古的宁波就有丰富的陶瓷遗
存出土。在七千年河姆渡遗址上挖
掘出许多远古陶器，唐宋时期的上
林湖、东钱湖，越窑青瓷更是名扬
四海。作为港口城市，宁波通过海
上航线，满载着丝绸、茶叶、陶
瓷、梅园石等货物的商船驶向日
本、高丽以及中亚、西亚、南亚，
远至地中海、非洲。宁波既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也是“陶
瓷之路”的重要始发港。

据 《青瓷千年映钱湖》 一书所
记，从唐朝开始，以丝绸、茶叶
和瓷器为载体的唐代文化迅速向
全世界传播，越窑青瓷更成为世
上诸国崇拜的“圣物”。秘色瓷发
祥地的慈溪上林湖迅速崛起，成
为越窑青瓷的领头羊，数量浩大
的贡瓷和不断拓展的外销瓷市场
更 推 动 了 越 窑 整 体 的 迅 猛 发 展 。
上林湖周边的杜湖、白洋湖、古
银锭湖直至宁波东乡的东钱湖出现
了一个个新的窑群。

跑遍了全省 300 多座代表性古
窑址、著有 《宁波古陶瓷拾遗》 的
朱勇伟先生认为：“如果说，一体
两翼的大越窑，以上林湖窑区为中
心，西翼是绍兴的上虞，南翼是台

州的黄岩、温岭；而东钱湖窑群是
当之无愧的副中心，其窑址不少于
50 处。”

据宁波文物考古专家林士民、
王结华、罗鹏认定，东钱湖窑场，
初创于东汉晚期、续烧于六朝时
期、间断于隋至唐早期、复苏于唐
代中晚期、兴盛于北宋早中期、衰
落于北宋晚期、停烧于南宋早期，主
要烧制民用瓷，兼烧外销瓷、进贡
瓷和定制瓷的越窑青瓷。并将东钱
湖周围古窑址大体上分为六个窑
区，即郭家峙区、上水区、下水
区、东吴区、五乡区和西坞区。

古代东钱湖为何能出现这么
多 的 瓷 窑 ？ 得 益 于 原 料 充 足 、
交通便利。东钱湖湖区的山峦
有丰富的瓷土和水源、周边山
上茂盛的林木竹草为烧窑配釉
提供了上好原料。而烧制后的
大量瓷器成品，一方面通过东
钱湖水路经甬江销往海外，另
一方面通过东钱湖水路经浙东
运河直达内地。

遥 想 当 年 ， 东 钱 湖 畔 窑
炉林立，薪火相传，佳瓷连
绵 ， 人 来 舟 往 ， 车 水 马 龙 ，
一片热闹景象。

环东钱湖一带曾经窑炉林立
从东汉到南宋烧制了千余年

时光如水流逝，多少辉煌淹没
在历史的长河中。千年之后，多少
座烧窑制瓷的遗址，匠心独运的瓷
品，只有通过考古才能再现那些文
明的碎片。

《青瓷千年映钱湖》 一书，对
东钱湖窑场的窑址考古史作了简
要回顾：1958 年，浙江省文物管
理委员会组织开展全省文物普查
时，牟永抗先生首次在东钱湖地
区发现了郭家峙窑址。由此，悄
然揭开了东钱湖窑场考古与研究
的序幕。

1963 年 4 月 至 6 月 ， 省 文 管
委、宁波市文管会联合开展鄞县窑
址调查时，对郭家峙窑址进行了复
查 ， 发 现 五 代 至 北 宋 时 期 窑 址 4
处。1978 年，为配合某疗养院建
设，对郭家峙窑址进行了试掘，共
发现并清理五代至北宋时期窑址 6
处、匣钵作坊遗址 1 处。1981 年至
1984 年，文物部门对宁绍地区瓷
窑遗址大普查时，发现或确认东汉
晚期至北宋时期窑址数十处，主要
分布在东钱湖周围。

21 世纪以来，省、市、县文
物部门在东钱湖周边组织多次越窑
青瓷窑址的抢救性或主动性考古调
查、勘探、发掘：2006 年 5 月至 7
月，为配合甬台温高速铁路建设，
对于家山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北
宋晚期窑址 1 处；2007 年 5 月至 11
月，为配合卡纳湖谷别墅区建设，
对郭童岙窑址进行发掘，共清理北
宋时期窑址 4 处 8 座、房址 2 座、
道路 1 条。2010 年 5 月至 6 月，为
配合象山港大桥连接线工程建设，
对老虎岩窑址进行发掘，共清理东
汉中晚期偏晚时期陶瓷混烧窑址 2
处 2 座。2012 年 11 月至 12 月，为
配合东钱湖沙山村 03-7 号地块建
设，对原上水村上水岙一带进行发
掘，发现北宋窑址 1 处。

历年的考古，在东钱湖窑址群
中挖掘出大量精美的瓷器和窑具。
以 2007 年的郭童岙窑址抢救性考
古发掘为例，考古专家共发现窑址
11 座、作坊建筑遗迹 2 处。出土各
类文物标本 2 万余件，可修复完整

器物多达 10663 件。从考古
调查发现的窑址来看，时代
分属于汉代、五代至北宋中
晚期。从瓷器上的饰纹看，
许多常见的纹饰如莲瓣纹等
在埃及、日本等国古遗址中
均有发现，估计是当年外商
定制的，制作后也以外销为
主。

2015 年 10 月 至 12 月 ，
为配合中国-中东欧投资贸
易博览会永久会址项目 （现
为康德思酒店） 建设，宁波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今宁波
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再
次对上水岙窑址进行了重点
勘 探 ； 2016 年 2 月 至 11 月 ，
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发掘，共发现窑炉遗迹 2 处，
出土了大批精美的越窑青瓷器
和窑具等，呈现出种类丰富、
型式多样、造型别致、装饰繁
复、里外施釉、纹样精美、文
字多见、成型复杂、工艺精湛
等特点。

此次出土的青瓷种类主要
有 碗 、 盘 、 杯 、 盏 、 盏 托 、
盒、罐、壶、钵、香薰、瓶、
迭盒、水盂、枕、洗、砚台、
五管灯、唾盂等越窑青瓷典型
产品和匣钵、垫圈、复合型垫
具等烧窑用具。有的造型别致，
在以往越窑考古中未曾发现，比
如 仿 青 铜 礼 器 的 越 窑 青 瓷 花 口
尊；有的在其他的越窑遗址中很
少见，如透雕凤纹、龙纹的香薰。

专家认为，本次发掘的青瓷
产品透雕、刻画花工艺精湛，胎
质釉色均属上乘，代表了所处时期
的工艺水平，个别产品填补了越窑
青瓷产品的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该处出土的很
多瓷器在海外遗址中有类似品种。
日本城市遗址、印尼沉船遗址、埃
及考古等发现的越窑青瓷与上水岙
窑址的青瓷高度吻合或近似一致。

“这说明 1000 多年前，越窑青瓷就
开始了出口贸易，并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销往全世界。”罗鹏说。

1958年首次发现东钱湖窑场
60余年间出土大量精美瓷器

“原先东钱湖的沿岸窑址遗存
有 20 处 之 多 ， 随 着 沿 湖 开 发 建
设，现今已不上 10 处，有的毁坏
相当严重，面临毁失的厄运。”一
名民间古陶瓷研究者痛心地说。

近日，记者环东钱湖踏访了部
分历史上曾经辉煌的窑址，发现郭
家峙窑址已基本毁失，昔日的疗养
院也已荒废；东汉晚期至北宋的郭
童岙窑址虽在 1986年列入当年的鄞
县文物保护点，但现在难觅踪迹，
2017 年 11 月，因一小区修建围栏
及个别业主私自修建停车位，窑址
填埋区遭遇局部破坏；窑棚窑址虽
于 1994年被公布为鄞县文保点，但
现在窑址已消失，其上兴建了水上
乐园；上水岙窑址于 1982年被公布
为鄞县文保点，现窑址周边有私人
建房；范岙有五代和北宋时期 2 处

窑址，因开山修路造成一定破坏，
现有简易的防护围栏保护；刀子山

（老 鼠 山） 窑 址 由 于 建 垃 圾 中 转
站、修路，现部分被毁；蛇山窑
址现为一家公司种植基地，因建
房、植树也造成较严重破坏。

庆幸的是，代表东钱湖窑群最
高水平的上水岙窑址已得到一定的
保护。上月底，记者进入康德思酒
店，在酒店中心位置找到了窑址。
窑址上面已建了房屋，底层一圈由
玻璃围住。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
能模糊看到土黄色的古代龙窑遗
迹，玻璃内周边堆了不少出土的匣
钵、垫圈等。二楼空荡荡的什么也
没有，地上积了灰尘。玻璃外面的
走廊上堆满了杂物。遗憾的是这里
尚未建成一个窑址遗址和瓷器的展
览馆，却成了酒店临时堆物点。

开发建设毁坏了不少窑址
近年发现的上水岙窑址无法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