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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窑址位于广西藤县藤州镇中和村，北距
县城约 10公里。窑址分布于北流河沿岸长约 2公
里、宽约 0.5公里范围内的小山丘上，现存有瓷窑
20余座。窑址 1963年发现，1964年和 1975年先后
对窑址进行过两次试掘，清理了其中的两座废窑
炉。中和窑约始自于北宋，延至宋元之际，现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藤县中和窑概况

中和窑现存的瓷窑多集中分布在今中和村委
会附近，各瓷窑均依山形地势而建，为斜坡式龙
窑，平面基本呈竖长矩形，分为窑门、火膛、窑床、
烟囱四部分，窑的长宽不一，一般长为 10米至 60
米，宽为1.5米至3米。

中和窑烧制的瓷器为青白瓷，造型美观，品种
式样繁多，有各式碗、盏、盘、钵、壶、熏炉、魂瓶、
枕、腰鼓和印花模具等，以碗、盏、盘、碟等日用器
为主；器物胎质细腻洁白，胎骨薄而坚硬，叩之有
金属声；釉莹润光泽，半透明，白中泛青，以影青釉
为主，白釉次之，上釉均匀，胎釉结合紧密；纹饰丰
富多彩。

藤县中和窑的特色

从此前发掘清理的两座瓷窑情况来看，中和
窑斜坡式龙窑的建造技术展现了高水平的工艺，
其长度、斜度、造型、样式、填膛用料和膛砖砌法等
都与景德镇现存的宋代窑炉基本相同，如窑炉的
分级处理、斜坡斜度设计、窑床铺砂、膛砖组砌方
式等，与北宋同时代的景德镇瓷窑处于同一个层
次，由此看来，中和窑的建造汲取了当时最先进的
窑炉建筑设计技术。

从中和窑出土器物来看，其烧制方法早期采
用的是一钵一器仰烧法，晚期则兼用迭烧法。其造
型与装饰艺术风格独特，取材广泛，构图布局严谨
而多变，线条清晰流畅，手法娴熟细腻，瓷器可与
景德镇同期瓷器相媲美。据现有资料记载，宋代能
烧造出如此优质的青白瓷器的瓷窑，除景德镇外，
还有江西吉安，福建德化、晋江、泉州和安徽繁昌
等六处。

大量生产青白瓷印花器是藤县中和窑的重要
特色。中和窑的青白瓷装饰以印花为主，也有刻
花、划花、印花、堆塑、贴塑、镂空等。各窑因创烧年
代不同，各有侧重，纹饰题材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习
见的花卉、动植物、人物、海水等，常采用对称布
局，器内壁通常印有缠枝花卉、折枝花卉、束莲、萱
草、飞禽等，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

除大量的印花瓷器外，中和窑还发现了数量
较多独具特色的印花模具。印模形式多样，有尖状
蘑菇形、半球状蘑菇形、平顶等，印面所刻花纹有
阴、阳两种，所刻纹饰在器物中均可见。其中一件
飞鸟花卉印花模尤为典型，是中和窑断代的重要

物证，该印花模具为半球状蘑菇形，印面中间刻
莲池鹭鸶纹，顶端为一朵六瓣小花，边缘刻回纹
一周。

中和窑的部分青白瓷盘、盏等的纹饰制作工
艺独具特色，满器内壁先施以席纹、菱形纹作衬
底，其上再印缠枝花卉纹，或以席纹、珍珠纹、菱形
纹等为地，再饰以海兽纹（摩羯纹）、缠枝花卉纹的
做法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颇为少见。

藤县中和窑是以生产外销瓷器为主的一处民
间瓷窑。从生产能力看，它可提供大量产品外销
出口，其窑炉一般都可烧 2万余件较大的瓷器。

《宋史·地理志》 记载，宋代藤州入户籍的有
6422户，若每户以五口计约为32110余口，以平
均每人每年约用或损坏瓷器三件，则约需瓷器
10万件。那么一口窑仅烧四、五次就足以供应
全州的需求，如无其他销路，产品就会滞销甚至
引起窑业倒闲。从延续的烧造时间来看，其中必
有别的销路，也就是外销。从发掘清理出来的瓷
器中的斗笠碗、海水摩羯纹印花模具以及海水摩
羯纹盏得以印证：一是斗笠碗的器型与当地历史
以来传承至今的习惯用碗有着明显的不同；二是
摩羯纹非本土原生纹饰，一般认为是一种随佛教
传入我国的外来纹饰，结合现有考古资料来看，
除了中和窑外，藤县其他地区甚至广西区内尚未
发现有与上述器型、纹饰相同或类似的其他中和
窑产品的实物出土。由此看来，中和窑出现的斗
笠碗和海水摩羯纹饰模具与盏等，佐证了中和窑
烧造的瓷器主要是用于对外销售。这也表明宋代
藤县乃至广西与中原等其他地区也有着广泛的文
化、经济交流。

藤县中和窑的兴起

北宋开皇四年（971）在广州设立了对外贸易
管理机构市舶司，之后也相继在明州（今浙江宁
波）、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全国各地名窑纷纷将
产品运往广州，销售海外，而瓷器商人为了降低商
品成本，在出口港附近寻求货源，于是江河沿岸水
运便利的瓷窑应运而生。

藤县地处广西东部的西江流域，处于珠江主
干流浔江与支流北流河的交汇处，北可通过梧州
的桂江、桂林的漓江，从灵渠过湘江到达长江、汉
水水系，为古代岭南水路交通的要冲。优越的交
通条件和自然条件，促进了藤县中和窑的崛起和
发展，而中和窑当地富有瓷土且林木茂密，原料
和燃料就地取材，为中和窑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
础。因此，北宋年间，景德镇制瓷技术通过制瓷工
匠的迁移传入藤县，制瓷工匠们自景德镇始，经
洪州、吉州、赣州越大庾岭，逆西江而上，至藤县北
流河边的中和村，与当地人民一起，筚路蓝缕，开
设窑场，谱写出梧州乃至广西制瓷历史上的最强
华彩乐章。

藤县中和窑窑场的衰落

广西宋代青白瓷窑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
经300余年。而至宋末元初，广西青白瓷窑场却几
乎完全消失，广西境内仅余数处烧造青瓷的窑场，
中和窑瓷业由此而衰，究其缘由：

一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引发燃料供应不足，造
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南宋中期以后，燃料的供应不
足，直接影响到瓷器成本和售价。北宋以后，北方
窑场周围的植被环境被严重破坏，木材燃料难以
为继，严重影响了窑业的发展，不得不广泛使用煤
为烧瓷的燃料。广西虽然不产煤炭，但草木资源充
足，窑场仍然以柴草为燃料，但生态环境的变化也
导致柴草燃料的供应量发生变化，限制了广西宋
代制瓷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全国外贸中心由广州向泉州转移，影响
了广西青白瓷的生产。广西宋代青白瓷业多数因
广州市舶司的兴起而开始烧造，但也随着广州市
舶司的衰落而走向衰落。元祐二年（1087），泉州设
立市舶司，第二年又在密州成立市舶司。泉州市舶
司设立后，可以利用季候风的方向，合理安排出运
和返航的时间，无须绕道广州，一年即可往返。到
12世纪 60年代，泉州与广州几乎已经平起平坐。
至元代初，泉州已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因此，随着
海外贸易中心在南宋晚期北移后，泉州、杭州、明
州等港口所在的省份浙江、福建和邻近的江西，由
于原有制瓷业的基础优良，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制
瓷业的中心，而广西藤县中和窑瓷业也因此而逐
渐衰落。

三是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和破坏。宋末元初，
元军从滇东侵入广西，在南进占领过程中对各地
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窑场纷纷停烧。此
时社会动荡不安，元政权对手工业加强控制，把制
瓷业置于官办之下，设立“浮梁瓷局”管理全国制
瓷业，把全国的优秀瓷工集中在景德镇。因此，景
德镇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不仅在海外市场中
占有垄断地位，在国内市场也占有极大的份额，致
使其他地区制瓷业凋零。由此，广西北流河流域的
青白瓷窑场彻底停产。

2022 年 1月，接到上级文物部
门行政执法督办单后，江西省上饶
市万年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
局立即派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执
法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涉事
工程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保护范
围内进行违法建设，事实清楚，执
法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相关条款，给予相应行政
处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对
文物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震慑和
警示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文物保护
执法水平。回顾查处湖南鸿泰电力
有限公司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保护范
围内违法建设施工案办案过程，有
以下几点办案体会：

一、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文物保护底线

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
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2001年被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该遗址发现
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以
及目前人类已知最早的陶器，出土大量的骨
器、石器、蚌器。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2001年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中国 20世纪
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去年，接上级转来
群众举报后，文物执法人员立即赴现场调
查。经查，湖南鸿泰电力有限公司未依法履
行文物报批手续，擅自在仙人洞、吊桶环遗
址保护范围内施工建设高压铁塔项目，在保
护范围内共5处违建设施，其中红线范围内4
处高压铁塔。执法人员立即向该公司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项目实施人立即停
止建设行为，并到万年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处理。

二、强化责任担当，依法督促整改落实

经走访调查，湖南鸿泰电力有限公司与
国网万年县供电公司签订电网线路改造工
程合同。2021年7月，该公司到万年县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征求线路施工意见时，工
作人员发现其施工路线经过仙人洞、吊桶环
遗址保护范围内，及时告知施工方案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需重新
设计新的施工方案避开遗址保护范围，但施
工单位为了节省成本依然按原施工方案在
遗址保护红线范围内建设了 4处高压铁塔，
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期间施工单位态度强硬，
拒不配合。因涉及项目属政府规划的重点项
目，建设单位又是省外企业，时间紧、任务
重，执法难度较大。2022年 1月，经上报上级

部门，相关领导高度重视，案件交由国家文
物局和江西省文物局督办。在上级部门的支
持和指导下，办案单位顶住压力，认真勘查
现场，严格执法程序，准确适用法律，快速推
进案件查处，及时制止了违法行为并督促整
改落实。自接到行政执法督办单，仅用 15天
就对违法建筑全部予以拆除，并依法对当事
人处以2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强化舆论导向，主动宣传营造氛围

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文物部门的事业，更
是全民的事业。要重视宣传工作，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统和新型媒体，
广泛宣传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的成果，展
现文物执法部门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国
家文物安全的坚定态度和坚强决心。深入宣
传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案
释法，警钟长鸣，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和
文物保护意识。

四、强化经验积累，提升综合执法能力

经过该案的查处，进一步积累了文物
执法经验，树立了文物行政部门的执法权
威，提高了万年县人民和企业的文物保护
法治意识，有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工作。今
后要继续增强文物安全监管力量和巡查看
护能力，积极应用文物保护先进技术和现
代化装备，不断提升安全管理和防护水
平，督促指导文物单位建立健全组织和规
章制度，严格制定文物安全保护责任制，
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的具体措施，切实
提高内部安全防范能力。与此同时，要重
点将力量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防护设施
相对落后、防范力量相对薄弱的文物单位
和“田野文物”安置地倾斜，及时发现文
物管理方面的安全隐患和突出问题，积极
研提针对性改进意见和安全防范建议。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简称
“大队”）认真落实文物行政执法职能，查办过若干不可移
动文物行政执法案件，现就福建大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葆桢故居和鄢家花厅保
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案，谈几点工作体会。

一、案件概况及后续整改

经上级交办，执法人员就执法线索进行复核。经查，
涉案建设公司负责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某院落改造提
升工程，在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建筑群内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沈葆桢故居和鄢家花厅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
程。该项目东侧建筑物与沈葆桢故居西侧墙体最近距离
不足 5米，北侧建筑物与鄢家花厅南侧墙体最近距离不
足3米。同时查明该项目未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并且
在批准前也未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

执法人员邀请古建专家现场勘察并经集体讨论，确
认该项目未导致沈葆桢故居和鄢家花厅两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主体结构及重要部位受损坏，建筑的次要结
构、构建保护层外观未受损，主体结构保持完好，通过一
般的维护、保养即可修复，符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
违法情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
条规定，执法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福州市三坊七巷文化遗产
保护规划》总体限高的规定，在法定查办期限内作出责令
该公司降层整改，并给予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初步查办完毕后，大队提请属地人民政府召开
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确定整改内容、责任单位和整改期
限：一是按照三坊七巷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要求降低高度；
二是对某院落改造方案进行调整优化工作，编制《文物周
边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三是各职能部门、属地街镇
落实监管责任，健全巡查机制，开展不可移动文物挂牌，
明确责任单位，增强红线意识等，形成相应保护机制予以
保障。

二、创新文物执法方式

作为行政执法类型之一的文物行政执法，除了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的共性，也具有调查取证的时效性、执
法过程的专业性、案件性质的复杂性、责令改正的艰巨性
等自身个性。

在实际工作中，要依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断
让文物行政执法工作走向深入。

曝光文物法人违法案件，提升对文物的敬畏之心。进
一步加大文物违法警示力度，提高文物执法威慑力，执法
人员梳理已查办文物法人违法典型案件，在鼓楼文体旅
微信公众号设置“以案释法”栏目，定期或不定期予以公
开曝光及普法，建立稳定的普法阵地，引导人人参与文
物执法，努力构建文物保护大环境。

重视革命（红色）文物，制作革命文物名录。2021年
初，组织开展鼓楼辖区革命文物名录梳理工作，形成“福
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汇总至福建省文物局，对外正
式公布辖区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

梳理权责清单和行政处罚裁量权。2019年机构改革
后，为确保衔接，执法人员及时梳理权责清单，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行政服务中心办事指
南进行动态调整。同时，持续梳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目
前文物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合计已初步设置完毕，并增设
地方政府规章《福州市三坊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后续根据执法实际进行
适时调整。

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在既有“三项制度”基础
上进一步修改并完善，形成以《行政执法公示实施办法
（试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具体实施办法（试行）》《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试行）》为主，若干配套实施细则、
规章制度为辅的文物执法制度体系，促进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

本案是通过落实督办并结合专项巡查发现的文物法
人违法案件，执法人员从介入此案件开始，每一个执法程序
和办案环节都严格遵照《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定规定》、“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进行，主要从违法行为是否存在、适用法
律是否正确、程序推进是否合法三方面总体把握。

三、相关思考及建议

强化文物执法有助于扩大文物行政部门的影响力。
文物行政部门只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
行政执法职责落到实处，文物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在执法的过程中，文物行政部门应该牢牢坚持职权法定
意识，根据法定程序办事。

强化业务学习，增加文物执法知识储备。基层文物执
法相关部门不仅要对文物执法相关程序和内容了如指掌，
还要清楚地了解文物执法所涵盖的执法内容及重点。除此
之外，执法人员还要经常总结执法经验并提出问题，更多
地请示、交流及汇报，以此获得本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文物保护这一重要工作，是立法者的使命，也是执
法者的使命，同时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使命。大队将常态
化开展文物行政执法巡查、持续加大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宣传、规范化开展文物行政执法，有效履行职责，依法
落实查处，切实提升文
物保护工作水平，保护
好文物安全。

在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
中，最能代表其个性的是水
墨淋漓的花鸟画。他以冷寂
荒寒，雄健简朴的笔墨，形成
独树一帜的画风。尤其在花
鸟画方面的创新发展，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和成就。其作
品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
画鱼、鸭、鸟、鹤等，皆以白眼
向天，充满倔强之气。笔墨特
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
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
品都浑朴酣畅、明朗秀健，章
法结构不落俗套。

《桐鹤图》为八大山人晚
年创作的精品之一，现藏于
八大山人纪念馆，为纸本墨
笔，纵 205 厘米、横 74 厘米。
抬首署款“八大山人”，钤“八
大山人”（白文）印，右下角钤
朱文“荷园”印。

从古至今，鹤作为一种
吉祥图像，常常被文人墨客
视为君子，道家尊其为“仙
物”。宋代学者陈岩肖在《庚
溪诗话》中称赞：“众禽中，唯
鹤标致高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的祝
福语更是数不胜数，松鹤延年、鹤语尧年、鹤
发童颜……都有着吉祥如意、福寿绵长的寓
意。八大山人画鹤的题材数量很多，有《仙鹤
图》《双鹤图》《松鹤图》《松鹤芝石图》等，远超
其他禽类。

《桐鹤图》采用半包围式构图，树干伸出
画外，树枝回到画心，形成“C”形的曲线美，
鹤则落在“C”的缺口上，一根简洁的线条代
表土坡，打破了“C”形的构成。在布局上，他
注重对点线面的分割和布置、画面边缘的处
理，藏而不露，给人以遐想的空间。作品中有
大面积留白，突出深远的意境。八大山人在处
理画面虚实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强调虚
实，构图疏而不散，画面主次分明，墨色浓淡
干湿，虚实相生，幽远深邃。

桐鹤以水墨写之，八大笔下的桐树，虬杆
盘曲，不见中段，但现高枝繁荫，一棵倒挂
于画面之上的桐木呈V字型生长，几乎占据
了画面的下半部分，以富有韵律的流畅线条
勾勒其树干，然后用干笔稍作皴擦，桐树枝条
繁密、结构复杂，用虚实的关系使空间产生渺
远感，背景简而阔大，画面疏朗简洁、曲折流
动，烘托并凸显中心主题——白鹤。伸出画外
的底部树干笔简意阔，寥寥数笔钩出轮廓，兼
以淡墨皴擦，枯而不瘠，淡而不薄，自有一番
苍茫清逸之气。在笔法上，八大常用泼墨秃笔

横扫，把桐叶正面的、侧面
的、背面的、卷曲的、大片展
开等的姿态，酣畅淋漓地展
现出焦、润、浓、淡、湿等多
种墨色。他一改此前惯用笔
法，用秃笔，笔锋随势转动，
利用墨色和干湿变化描绘
的老枝、嫩叶层次分明，充
分体现了中国画墨分五色
的特点。

鹤单足立于树干之上，
环首回望，神态凝重。鹤身
大面积留白，仅鹤颈、鹤尾、
鹤腿以阔笔浓墨写成，鹤身
以干笔极淡的墨色略加勾
点，显示鹤羽蓬松的质感，
鹤首描绘较为细致，脖颈呈
现非常优美的 S 形曲线，可
谓点睛之笔。鹤眼自然是八
大典型的“白眼向人”面貌。
鹤羽随意泼墨涂抹，干湿恰
到好处，点缀之笔轻捷挥洒
自如，皆着在精准之位。鹤的
腿部以中锋、长线、曲线为
主，两爪一着力、一下垂，具有
抑扬顿挫之势。八大善于捕

捉自然生活中的灵感，在表现手法上，既有细
节描写的精微性，又不失笔墨的简逸生动。尤
其是鹤，以疏秀灵活的细笔精致描绘出羽毛
的蓬松感、纤毫毕现，足现八大老练之功力。

从落款和印章来看，该作品创作于八大
晚年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其绘画艺术
的鼎盛时期。白文方印“八大山人”是现存其
作品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印章，最早在1684年
出现，沿用至 1705 年。在画面右下角钤“荷
园”朱文印、为1699年开始使用，小篆手法。

“八大山人”印章，与“八大山人”款识一
样，影响广泛，意义深远且驰骋于画坛几百
年。这一名号始于八大山人59岁，与“八大山
人”署款同时出现在书画作品之中。该名号在
印章上的运用，虽有几次变体，但“八大山人”
大型白文方印却始终不变，一直使用到 1705
年秋，八大山人去世前。八大山人“何园”印，
当取意于古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
何田田”之意。何即荷，何荷古文通用。八大山
人喜画荷花，现存世的荷花作品有上百幅。其
好友龙科宝在《八大山人画记》中明确写道，
八大山人“最佳者为松、莲、石三种。莲尤胜。”
正如八大自己所说：“湖中新莲与西山宅边百
松，宣昔静观而得其神者。”

从以上八大山人印款字画可以看出，暮
年的八大不倔之气已经散淡，变得豁达与平
静，画也更加空灵和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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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纪念馆藏《桐鹤图》赏析
龙屹

浔江窑火 瓷美如花
——藤县中和窑浅识

周舒娴
“嘉熙二年”款莲池
鹭鸶纹盏模

中和窑印花模具

中和青白瓷高足碗

八大山人纪念馆藏《桐鹤图》

工作人员在进行降层整改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仙人洞遗址保护范围内拆除
违建铁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