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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瓷器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是与我们勤劳智慧的先祖们在史前时期长期烧制陶器相关，尤

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在南方地区用高温烧制成功了印纹硬陶器，对瓷器的

烧制成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从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无论大江

南北，还是黄河之滨，陶瓷器都是出土文物中的大类。

我国陶瓷器生产源远流长，它绵绵传承了中华文化特征的历史文脉，是中华文

明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近些年来，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兴起，我们的考

古工作者在海底打捞出数艘沉船，这些沉船中出水的文物告诉我们，至

少在唐代我国的瓷器已经开始大量的外销。其中，浙江地区出产的

唐代越窑青瓷器，最远销往非洲东海岸。在著名的“海上丝绸之

路”上，考古打捞出水的历代沉船中，瓷器都是数量最大的贸

易产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日本学者称之为“陶

瓷之路”。西方人认识中国，可能就是从瓷器开始的。

因此，中国被西方人称为“瓷器的母国”。明代西方

的权贵们称中国的瓷器为“白色的黄金”，英文

的中国称China，China指的就是瓷器。这就

告诉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瓷器在

西方人心目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创造。

调查发现，浦阳江流域的窑址，基本都是生产日用器皿，而未
见有仿造青铜器的礼器。说明这些窑的产品都是为了满足百姓
日常生活需求而设立的。那么，当时为何要在进化地区这么狭小
的范围内设立数量如此众多的陶瓷窑？当时越国的总人口不过
十余万，而整个萧山南部更是人烟稀少，对陶瓷器的需求量怎会
有如此之大？

萧山的考古人员认为，这么多窑的设置，很可能是2500年前
吴越两国长期交战，越王勾践为“复国雪耻，发奋图强”，在“十年
生聚，十年教训”的过程中而作出的国家行为。勾践明令禁止民
间不得使用金属类器皿。因此，民间对陶瓷器的需求量必然大
增。而进化地区瓷矿石的含量非常丰富，有十分充足的陶瓷器原
材料；丘陵地带的坡度适合搭建龙窑；植被茂盛，有足够的燃料供
应；浦阳江径流而过，以船运输陶瓷产品十分方便，利于贸易。越
王勾践的举动，成就了萧山作为越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也促
进了瓷器生产的质量明显提高。

茅湾里窑址原始瓷的标本经测试，其吸水率已明显低于成熟
瓷器的标准。若不是战国后期的战乱，中国成熟的瓷器应该在战
国中后期已经出现，比目前所知的东汉时期出现的成熟瓷器会提
前数百年。但无论战乱是否出现，萧山早期大量的生产印纹硬陶
与原始瓷器的基础毕竟存在，这为东汉时成熟瓷器在萧山永兴河
流域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萧山因大量陶瓷器窑的存在，直接惠及了萧山本地人。瓷器
的普遍使用，无疑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虽然无法直接目
睹数千年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是哪些陶瓷器，但我们从大
量古墓葬的陪葬品中，窥视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用陶瓷品。勤劳智
慧的萧山先民在瓷器研发生产中的伟大创造，不仅造福了萧山本
地人，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中国瓷器的起源地主要是在浙江的太湖之滨到钱塘江流域
一带，萧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浦
阳江流域的进化、浦阳、所前等地发现了20多处商周时期的原始
瓷和印纹硬陶窑址，为萧山作为中国瓷器起源地之一提供了实物
依据。萧山，不仅有中国最早烧陶瓷的窑——商代原始瓷窑遗
址，又有东汉时期最早的成熟青瓷窑址的物证发现，这两者在中
国陶瓷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还在所前、湘湖等地，
发现了唐宋时期青瓷窑遗址。这一系列的陶瓷烧制遗存已经明
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萧山古代从3000多年就已经开始生产瓷
器。萧山的先祖为瓷器的研发、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古陶瓷，
是特具意义的文化遗存，是萧山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金名片。

在萧山已发现的古窑址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进化地区以茅
湾里窑址为代表的古窑址群，被中国陶瓷界定名为“萧山窑”。调
查发现，在大约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20余处春秋战国时
期的印纹硬陶窑遗址。更有意思的是，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周朝
天子八百年，个个山头有窑烟”的民谣。这首流传了2500多年的
民谣，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似乎把当时陶瓷生产的繁忙景象生
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茅湾里窑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列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是萧山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4年5
月浙江省政府又重新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窑址
保护的范围仅限于裘家坞，长度不足100米。1996年年底，萧山
博物馆的施加农、王屹峰二人对窑址再次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在与裘家坞相连的狮子山、蜈蚣腿山脚下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瓷片
堆积层。这种陶瓷片堆积层，是当时烧窑时出现的不合格废品，
于是都被就地倒掉。而这种废品的堆积层就成为文物考古人员
寻找古窑的线索。根据新的调查，茅湾里窑址实际的面积范围又
扩大了三倍，保护范围达20000平方米。2006年5月茅湾里窑址
与跨湖桥遗址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填补了萧山无国保的空白。

考古调查还发现，进化、所前和浦阳等地区20多处春秋战国
时期窑址的产品基本相同，几乎全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日用器皿。
品种主要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两大类。所谓的印纹硬陶，是指
陶器的表面拍印有各种几何型纹饰，在高温下烧制而成的陶器。
学术界也称其为“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对“硬陶”的称谓，主要是
有别于低温下烧制而成的“软陶器”。而原始瓷器，是因为瓷器的
胎体相对较松，胎釉结合较差，烧窑时温度不稳定，其产品的表面
较为粗糙，吸水率偏高，故称其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这种
原始的瓷器，就是后期瓷器的鼻祖。进化地区窑址中的印纹硬陶
以罐、坛、瓮等贮存器为主，并有少量的杯类器。其成型方法是用

“泥条盘筑法”，再在表面拍饰各种几何形的图案纹饰。原始瓷器
大多采用“轮制成型”技术拉坯成型，外施青黄色釉。器型以碗、
盘、碟、杯、盅为主，少量的原始瓷罐类器皿的成型方式与印纹硬
陶相同，只是外观罩上了釉，便成为瓷器。

萧山，源远流长的古陶瓷文化

茅湾里窑址群 勾践或是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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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湾里窑址中的陶瓷碎片堆积层

由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商周时期古窑遗址废品堆积层中同
时叠压着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碎片，故学术界对印纹硬陶与原始瓷
器是否在同一窑烧制，一直存在着争议。因为，陶与瓷胎体原材
料的化学成分不同，耐高温程度有明显的差异，两者在同一窑内
烧制是不可想象的事。2001年10至11月间，为配合03省道东复
线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联合对进化邵家塔
村的前山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具有非常意义的成
果，揭开了多年来缠绕在学术界专家们脑海中的谜团：
一是首次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窑遗址。

所谓的龙窑，是呈长条形，有一定坡度便于升温拔烟，因其形
似龙，故称。龙窑的窑头在下方，是投柴点火的地方，称火堂。中
部为窑身，是装烧产品之处。然后是窑尾，窑尾设有出烟孔。在
此之前，古陶瓷学术界只是在绍兴等地零星发现有残缺的龙窑遗
址，对早期龙窑完整的形制究竟何种模样，始终未曾发现过。进
化前山窑在发掘过程中揭露出了一处比较完整的龙窑遗址，窑
头、窑身和窑尾三部分的遗迹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窑长近12
米，宽约2.2米。火堂呈半圆形，窑壁残留近20厘米。遗址上发现
了窑的拱圈顶塌陷的痕迹，还发现有因高温烧窑时，草木灰等凝
结而成似玻璃状又被称为“窑汗”的结晶物和扁圆形的垫珠。为
研究早期龙窑烧制陶瓷器工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尤
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完整龙窑遗址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陶
瓷龙窑形制与结构及龙窑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
资料。

2001年11月进化前山窑春秋战国时期龙窑遗址发掘现场。这是中
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完整的龙窑遗址

二是揭开了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合窑烧制的谜团
考古人员发现，在窑头部分残留着原始瓷器烧制后的碎片，

而在窑尾处残留的是印纹硬陶的残片。这一发现，证明了印纹硬
陶与原始瓷确实为同窑烧制。只不过，更需要高温烧成的原始瓷
器在烧窑时必须放置在窑头部分，而印纹硬陶则放置在相对温度
较低点的窑尾处。这一发现，彻底揭开了多年来学术界疑惑不解
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是否为同窑合烧的难题。2005年省考古所、
萧山博物馆联合对进化的安山窑址进行考古发掘，不仅又发现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座龙窑，而且认定印纹硬陶与原始瓷也是同在
一个窑内烧制。为了更进一步弄清这一特殊现象，考古人员对出
土印纹硬陶胎体的成分进行检测，原来它的胎体与原始瓷器一
样，也是用耐高温的瓷矿石（瓷土）制成。这就彻底解开了印纹硬
陶与原始瓷合窑烧的谜团。因此，印纹硬陶的烧结程度也非常
高，叩之有金属声。而这种印纹硬陶器一旦施上釉，就成为瓷器
了。

窑址中发现的玻璃状结晶物。这是由于在高温下烧窑时，窑内的草
木灰所形成的“窑汗”。这种“窑汗”现象被烧窑的工匠们发现后，便发明
了瓷器的“釉”。

春秋战国时期龙窑遗址在萧山首次发现

印纹硬陶、原始瓷窑或是越国的制陶基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茅湾里窑址标志碑

出土于西山南麓的西晋青瓷武士
俑、仕女俑是国内极其珍贵的文物，成
为萧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周朝天子八百年，个个山头有窑烟”

这是长山春秋时期墓葬发掘中出土的瓷器，有鼎、罐、碗、盂、碟等多
件珍贵原始瓷器。用这么精美的瓷器作陪葬品，可以想见墓主人生前所
使用的瓷器必定会更精致。

蜀山东汉纪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这是目前中国发现
年代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成熟青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