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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
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边缘，窑址基本叠压
在村庄之下，1986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陈村窑址自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之
后，故宫博物院、临汾地区和霍县等文物部门
曾对窑址做过几次野外调查工作，并有简单
的调查报告公布；随后多是古陶瓷学者、瓷器
收藏爱好者私人性质的踏查和瓷片采集。霍
州窑因史料有载，颇为闻名，但相关研究始终
停留在调查资料基础上，进展不大。

霍州窑址发现近50年以来，一直没有开
展过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目
前学界存在对霍州窑址分布范围不清，窑业
生产始烧、终烧年代不明，瓷器产品内涵认
识单一、片面以及霍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

中地位揭示和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
2021 年，霍州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构
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大力推进文物有效保
护与合理利用。结合霍州特色优势文物资源
——霍州窑，决心对霍州窑址进行总体保
护，将霍州窑的保护纳入霍州市“十四五”文
物发展规划，对霍州窑址分阶段推进保护利
用，并启动了《霍州窑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经山西省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
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了详细的调查
和勘探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 至
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
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工作。

工作缘起

陈村位于汾河西岸台地上，窑址的保存
现状总体较差。窑址主体从陈村小学一直延
伸至村南南沟一带，窑址大部分现被陈村旧
村的房屋、院落、硬化路面等覆盖，少量地块
为耕地。陈村基本位于汾河阶地边缘，汾河河
道在西岸变宽，历史上河岸线摆动较为频繁，
窑址就在汾河的冲刷洗礼中残存了下来。考
古队依据陈村历史卫星影像、现状实测图和
陈村地表现状，将所有调查区域分为地块、房
屋、庙宇三类，分别编号建档，逐地块调查登
记。野外调查面积40万平方米，基本上掌握了
陈村房屋地块归属信息和窑址分布状况。

勘探工作按照最小地块为单位开展，依
据地块面积、地表附着物等选择可勘探区域，

合理布孔，做到以最少探孔，了解地下堆积走
向和性质。普探面积约26000平方米，重点勘
探面积2000平方米，布设探孔3000余个。

通过半年的野外调查和勘探工作，基本
确定了陈村窑址的分布范围，了解了窑业遗
存分布规律。勘探过程中发现多处瓷片、炉
渣等窑业堆积，确定不同时期窑炉12处。勘
探工作对陈村瓷窑址的年代、堆积内涵及分
布状况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为后续发掘
工作的选址奠定了扎实基础。

陈村瓷土矿源专题调查面积约2平方公
里。主要调查区域为霍州窑址西部山区，山
沟里发现1处瓷土埋藏区，从而确定了霍州
窑瓷土原料来源。

调查勘探

在前期系统调查和勘探基础上，选择 8
个地点发掘，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揭露
出金元明时期窑炉 9 座、作坊 9 座、灰坑 40
个、沟2条、井1个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了
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收获。现将
各时期的窑业遗存举例说明。

金代遗迹以D25地块金代作坊（F1、F2）
为例，两座作坊均位于地表以下5.9米，上部
有厚达3米左右的二次堆积，表明这里早期
窑业废弃后曾有过大规模的扰动行为，明清
时期又在此处烧瓷。

F1位于发掘区的东南角，坐西朝东，只
揭露出两道匣钵墙，后墙南北向，墙长 2.1~
2.4米，高1.3~1.56米；北墙上半部分有倒塌，
向东深入东隔梁，现存长 2.5 米，高 0.45~1
米。作坊的南墙应在探方南壁中，已揭露作
坊内空间东西长3.06米，南北宽1.5~2.2米。

F2位于F1北部，坐西朝东，与F1有一定
夹角。由东西向一道匣钵墙和一道砖墙组成。
南匣钵墙为匣钵与砖石混筑，东西长4.7米，
高1.2米，西半部分为直立，东半部分已倒塌；
北墙为砖砌，砖呈现被火烧过的红色或黑色，
应为窑内用砖的二次利用，现存3~8层砖，东
西长3米，高0.3~0.6米。已揭露作坊内空间东
西长5米，南北宽2.6~2.75米。F2前后均深入
探方东西壁中。两座作坊的开口深度基本持
平，为寻找金代窑业提供了标高参照。

元代遗迹以 F20 地块 Y1 为例。Y1 在生
土中掏挖火膛、过洞式通风道。窑床依生土
而建，窑床以上全部不存。火膛呈月牙形，内
径长2.25米，宽7.5米，壁厚17厘米左右，深
1.05~1.25米，火膛上部一周由耐火材料残砖
垒砌而成；通风道呈拱形，高 0.95 米，宽 0.7
米，进深1.3米。火膛及进风口内填土为煤灰
渣，出土物以细白瓷为主，可辨器型有折沿
盘、高足碗，敞口碗等。Y1通风道朝向东北，
其打破的Y2形制与Y1相似，唯方向朝东南。
由于发掘面积所限，推测这里应是依据生土
原始地形而随地形掏挖的窑炉，并没有统一
的朝向规划。

明代制瓷遗存以 D7 地块发掘区为代
表。D7地块经过两年的发掘，揭露出一处由
一座窑炉和三孔砖券窑洞构成的明代制瓷
窑场。整个窑场位于坐西朝东的平台上，西
部为高于窑场的阶地断崖，东部边界为断
崖，北半部已坍塌。窑炉位于区域内东南角，
其北部并列三孔窑洞，由南向北依次编号为

F1、F2和F3。
F1 只揭露东半部分，东西长 12.8 米，南

北宽3.3米，窑洞以火炕所在墙为界，分为内
外两部分，外部似是小院，内部是窑洞室内。
火炕位于室内东南靠墙处，炕的西端中部为
单眼火灶，炕内三条火道汇总至东南角烟囱
中。火炕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63米，残高
约0.45米。火炕北、西侧以砖铺地，火炕西部
有一澄泥池，澄泥池对面北部有粗料池和釉
缸。再向西地面未铺砖。

F2进行了全面揭露。F2窑洞通长20米，
宽3.45~3.85米，分为前后两室，西部末端掏
挖有一个小窑洞。F2窑洞残存高度不等的砖
砌两壁，西部可见明显的券顶残部。窑洞地
面局部残存铺地砖。前后室的交接处有坍塌
的匣钵堆积，应是空间间隔墙。窑洞入口部
南侧有带灶的长方形火炕，西侧中部为灶，
灶下通向炕内三条火道。火炕东西长2.2米，
南北宽1.7米，残高0.2~0.35米。F2自上而下
内几乎都为淤积土堆积。

F3东西长8.9米，宽3.25~3.4米，室内东
半部分以方砖铺地，西半部分以条砖铺地。
室内东南角有一个灶台和土炕。

依据现有材料推断，F1应当是直接与制
瓷流程相关的作坊，F2为存放瓷坯的场所，
F3为窑工的住房。

窑炉（Y1）为馒头窑，体量较大，整体保
存较好。窑炉由进风道、窑门、火膛、窑室、排
烟孔、烟室及护墙等组成。东西长8.7、南北宽
4.4、残高3.2米。

窑室近底部保存较完整。窑床平面呈长
方形，南北长3.9、东西宽1.8米，后壁用残匣
钵片砌成5个排烟孔。排烟孔后接2个烟室，
平面均呈扇形，南侧烟室长1.4米，宽1.2米，
残高 45 厘米。火膛平面呈半月形，南北长
3.9、最宽处1.1、深达2.7米。火膛底部有厚约
20厘米的灰渣层，其下为硬面。火膛西壁直
立，用残匣钵片和耐火砖隔层砌成挡火墙。
火膛入口处为窑门，宽约1、高约1.8米，整体
呈长条形，顶部由长条状石块横搭，其下为
条砖与石块砌筑。窑内多为淤积土和匣钵残
片堆积。

进风道为长条形，自上而下设8层台阶
延伸至火膛底部。呈东西走向，宽0.9~1.3米、
现长3.6米，两壁由废弃匣钵和石块砌筑。进
风道平面南北两翼设有护窑墙，由石块砌
成，护墙宽约0.4米。

窑业遗迹

李青雁
中共霍州市委书记

2021 年霍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霍州特色优势文物
资源霍州窑的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并把霍州窑的保
护纳入到全市十四五文物发展规划。2022年，在省文物
局的指导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了全面
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2022-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连续两年对霍州窑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为霍州窑址
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和霍州窑文化内涵的揭示和研究，
展示和利用，提供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科学依据。霍州窑址
考古与规划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践
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加强文物保
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的生动实践，也是霍州市
深挖霍窑时代价值，走产业转型、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
路的切实举措。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为做好霍州窑址考古、规划编制、陈村村舍基础设施
改造及霍州地方文化基地建设等顶层设计建言献策，霍
窑一定能够像我们的威风锣鼓一样，声震华夏，铸就中华
文化的新辉煌。

黄信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以刘岩副院长为项目负责人的霍州窑考古项目团队
田野考古工作做得很规范、很漂亮，体现了山西陶瓷考古
的高水平。霍州窑代表了元代中国北方白瓷的最高水平，
是北方地区细白瓷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在陶瓷发展
史中应该有非常高的地位。产品有自身特色，器形上仿定
窑，但装烧方法上自成体系。考古发掘中霍州窑最兴盛、
水平最高的元代时期的遗迹揭露相对较少，希望下一步
地方政府加大相关支持力度，从考古遗迹方面上更多展
现出霍州窑的高光时刻。

孟耀虎
山西博物院研究馆员

两年的考古发掘确认目前霍州窑最早的年代是金
代，但从多年的调查材料来看，陈村当在北宋时已经烧造
了，只是限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还未发现相关遗物。整个
北方地区关于蒙元时期的窑业面貌区分要引起重视，山
西约有50年时间实际上已经处于蒙元控制之下，希望霍
州窑在下一步发掘整理工作中予以甄别。发现的明代矾
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残片非常重要，时代当是明代中期
以前，系明代藩王用瓷无疑。

任志录
深圳市文物鉴定所研究馆员

霍州的考古工作很受地方政府重视，今天霍州方面
的主要领导悉数到场，充分体现了这点。考古发掘作了充
分的准备和规划。考古清理手段上，保留了作坊内完整的
遗迹现象，考古理念上注重细节，这点特别有亮点。对窑
址的认识与判断很好，霍窑产品流布从山西到全国，视野
比较开阔。

霍州窑的地位黄信院长讲的定位非常好。此次发掘
对霍州时代金、元、明，分得清清楚楚。霍州窑产品的几个
特点如精细白瓷、涩圈、印花、素面细小支钉等，在陶瓷考
古界乃至国外已经达成统一的认识，霍州窑瓷器是具有
世界文化意义的一个瓷器品种。

元代素面精细白瓷产品满釉，圈足内外均施釉，不施
化妆土，很自信、率性，质量极高。由此也引起我们对于元
代瓷业普遍衰落的认识的一个反思，好多被定为金代的
产品可能是元代生产的，如钧窑的某些产品、北方的黑釉
油滴产品等。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霍州窑考古工作总体上是一个有规划、有思考、有明
确目标的科学考古工作，工作细致，成果特别突出。目前
项目负责人对考古遗址的分析，对主要产品的认知也是
非常到位，且在田野考古阶段就能注意到文物保护和未
来的展示。

霍州窑五支钉的技术传统体现了对北宋汝窑先进技
术的互鉴和传承。霍州窑产品北向流布且在都城等高等
级遗址中出土，体现了在元代蒙古上层社会的重要地位；
鉴于明代政府对瓷业税收的关注，霍州明代窑业的生产
一定在官府管理制度之下；明代五爪龙纹残片是王府用
瓷无疑，还要注意文庙祭器、祭礼器与朝鲜粉青砂器中礼
器的关系；霍州高质量的白瓷出现要从陶瓷发展史中制
瓷中心移动的角度来考量，很可能是金、元社会稳定而呈
现出来的考古学现象，是多元一体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霍州窑延续时间长，本身又是古村落，下一步要
坚持整体保护的思路。

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霍州窑两年的发掘，是一个计划周密的项目，实施过
程中也做得很细，现场干净整洁规范。开展调查工作之
前注重了早期卫星影像图的比对，发掘后通过地形高程
对窑业分布规律做了推断。陈村现存 80 余座百年以上
的老房子，这些房子是否与窑业延续有关值得日后做民
族学调查。霍州发达的窑业要和周边甚至山西地区宋元
时期发达的物质遗存综合统筹来认识其发生发展的原
因和价值。

孙新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山西从河津窑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开始，这几年
取得了重要成果，山西陶瓷考古大有可为，应该坚持做下
去。霍州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对古代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
和弘扬，令人钦佩。

霍州窑基本被村庄所覆盖，虽然保存情况一般，发掘
区域也很有限，但霍州窑的考古工作非常细致规范，并做
了初步的研究。从考古成果上来说比较全面揭示了霍州
窑的制瓷历史、工艺特点、发展演变过程；揭露了一处规
模较大的明代完整的窑业遗存；呈现出一个名副其实的
历史名窑，是继定窑之后的白瓷生产高峰，这是其在陶瓷
史中的定位。下一步窑址要做各时段窑业遗存包括古村
落在内的整体保护。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霍州地方政府重视霍州窑的考古与保护工作，令人
印象深刻。霍州窑的考古队伍强，省考古院之外还有北大
和复旦团队的加盟，相关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考古成果
很丰硕，呈现出霍州窑金元明时期全新的面貌和认识。元
代制品的发现可以纠正《格古要论》记载中关于霍器记载
的偏差，霍州支烧工艺从根本上是解决窑场间经济竞争
的问题，元代是霍州窑业的最大亮点。明代产品可圈可
点，藩府用瓷非常值得关注。关于霍窑创烧年代当是北
宋，要在田野考古上争取得实证和突破。

王小蒙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霍州窑址的考古工作意义在于将聚落考古的理念和
陶瓷考古的方法结合了起来。从工艺体系上揭示了霍州
窑的发展历史，从考古学上对各期产品的年代进行了认
定，对元代最高工艺成就进行了认定，对霍州窑支钉装烧
技术演变规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下一步工作建议在
不同时期生产区域的规律性和同时期产品生产分工上找
到考古学上的证据和突破。

阎焰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

从霍州窑的考古成果来看，其精细白瓷印花解决了
大批量生产问题，霍州能有高质量图案性的印花白瓷，暗
示元代窑业生产水平可想象的潜力和空间很大。霍州窑
的支钉的“尖端技术”是跨越了汝窑，直接获得了或者说
是在获取支钉技术后提出了自己的改良和技术革新。明
代矾红彩龙纹系藩王用瓷没有疑问，其技术来源还是山
西本土金元时期的红绿彩技法，从这个层面讲山西窑业
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可期待空间。如今霍州窑考古发掘工
作可以说是“刀尖上跳舞”，如此小的面积做出如此成绩
太不容易，希望可以扩大发掘范围，以揭示明代以前的窑
业遗存为主，更好串联起山西陶瓷史的年代史，这个意义
更大。

刘朝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复旦很有幸作为合作方参加霍州窑址的考古发掘。
大家对于霍州窑认知的突破无疑得益于此次发掘工作。
当今陶瓷史研究非常关注的区域之一就是山西地区。元
代是霍州窑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其精细白瓷放到全国
范围来看也毫无疑问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在中国陶瓷
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从白瓷发展的系统来
看，要跟整个北方地区以及山西的窑业系统结合在一
起。明代整个中国的窑业被景德镇所笼罩，事实上各地
窑场有它自身的特色。明代矾红彩类瓷片的时代个人认
为在明代早中期，且这个时候纹饰来源是有“样”的。关
于祭器问题可能要从地方性角度去考量。霍州窑的多
面相的生产面貌值得关注，与景德镇明代窑业的对比
研究以及北方明代窑业标尺的建立都是值得深入探讨
的课题。

丁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霍州窑的考古发掘的工作，主要有4方面的成果。一
是填补空白：考古工作建立起了分期标尺；霍州窑填补了
北方地区白瓷瓷业，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的缺环，是北方
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二是层次丰富：产品进
入了高端市场和地方市场，是研究霍州窑与统治上层和
传统地方社会互动的重要线索。三是瓷业交流：霍州窑
产品展现出北方地区各窑场间的互动交流，引领了元代
陶瓷的文化风尚；明清时期的遗存也呈现出与南方地区
窑场的互动交流，表明了其生产的开放性。四是人地关
系：霍州窑的考古工作，体现了聚落考古与建筑考古的理
念，体现了当前研究的前沿理念。考古工作注重窑场建筑
的空间布局情况，相对完整地揭示出了全新的窑业生产
布局形态，对于理解中国陶瓷生产形态的多样性，具有重
要价值。

王晓毅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感谢专家对我们考古院霍州窑址考古工作的高度
认可。规模庞大的霍州窑址上若干个点状区域的抽样式
发掘，只是揭示了霍州窑冰山一角，下一步还需继续开
展工作，尽可能完整揭示霍州窑整个瓷业生产历史和面
貌，不断推进霍州窑的研究走向深入。关于霍州窑址的
规划思路很开阔，细节也考虑地很细致。霍州窑址同时
还是一个传统村落，是一个综合体，下一步得规划先
行，保护利用按照规划来做。做好文物保护规划的基础
上，可考虑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或省级考古遗址公
园，公园的建设规划与考古工作计划要有效衔接。地方
政府可去已经挂牌的窑址类国家遗址公园调研取经。霍
州的文化资源总体上要统筹考虑，打造成山西中部的知
名文化旅游城市。

赵琛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是做地上建筑研究的，今天终于看到了地下发掘
出来的窑业遗迹和遗物，惊诧于霍州窑细白瓷的精细和
胎体的轻薄，这类产品当是高档产品。霍州窑无论金、还
是元代的产品，都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的生动体现。霍州
陈村之所以产瓷主要原因离不开这里丰富的煤炭资源。
霍州窑下一步的规划思路很好，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的
规划最后要让当地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给他们带来
实实在在的实惠。

闫向东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各位专家对省考古院的霍州窑考古团队给予了高
度评价，考古队不仅挖掘了地方陶瓷文化遗产，同时
也将他们的学术精神和敬业精神也带到了霍州。霍州
市委市政府对于地方文化高度重视，提一点简单建
议：今后应继续加强霍州窑的考古工作，这两年的考
古成果尽快整理成报告；可以考虑在霍州建立山西省
考古研究院霍州窑址工作站或山西陶瓷考古研究中
心，地方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做好硬件设施的保障。
同时也要加强同中国古陶瓷学会的合作，适时召开一
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深入研究霍州窑的陶瓷文化，
擦亮霍州窑的文化名片。

吕国俊
山西晚报副总编辑

我是做媒体传播的，从霍州的文化价值传播方面谈
几点。金代和元代创造陶瓷文化应该从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物质文化角度来阐释。元代霍州窑代表中国北方地
区白瓷最高水平，是白瓷最后的辉煌和绝唱，这个地位要
抓住。霍州窑的印花装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独特的五支
钉尖端技术，都是传播宣传上应该抓住的亮点。

白雪冰
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各位专家对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窑两年的主动发
掘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特别欣慰。下一步的工作首先
应该做好陶瓷生产链的研究，再对一些重点区域做深度
持续的发掘；第二要关注霍州市的区位优势，开展宋元时
期霍州陶瓷、古建、霍山中镇等多种文化遗产形态的综合
研究；第三地方政府要从高标准保护、高起点规划、高水
平展示方面提前谋化，今后的活化利用、产业业态方面如
何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融合，以及省级文物保护旅
游示范区的创建等统筹考虑。

（整理：刘岩 李彦昕 段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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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和

优质燃料，水系发达，制瓷历史悠

久，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重要区

域。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

地形地貌虽相对独立，但各区域间

交通孔道发达。因处于河北、河南、

陕西等重要传统制瓷区域的环绕

之中，发展陶瓷生产具有极为优越

的条件。每个历史阶段，山西陶瓷

手工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和价

值，其中不乏开创性贡献。

宋元时期是陶瓷手工业大发

展时期，山西地区窑业也步入发展

高峰期，并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

从晋南至雁北，窑场遍布全省各

地，制瓷工艺多样，瓷器品类丰富，

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明显。山西自

古是文化交流、交融的大通道、大

舞台，考古学文化呈现强烈的多样

性和可追溯性，聚焦历史时期不同

民族政权下创造出的陶瓷物质文

化，来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

形成的恢宏进程是山西考古工作

者的使命担当。

近年来，山西陶瓷考古工作主

要着力于区域视野下窑址系统调

查、复查和对重点窑址开展深入的

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工作理

念及方式从之前的野外调查、小规

模了解性质的发掘向以流域、区域

为单位、开展一定区域内系统综合

调查和重点窑址深入系统发掘转

变。山西古陶瓷从明珠蒙尘到崭露

峥嵘，其历史概貌与非凡成就也正

得以徐徐展现。

“山西古代瓷窑址区域考古调

查与重点窑址发掘研究”是对山西

古代制瓷手工业遗产资源、窑址保

存现状，研究现状及学术贡献等多

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研判之

后，制定的陶瓷考古整体学术规划

构想。旨在分区域厘清全省古代瓷

窑遗址保存现状，了解各窑址、各

区域的产品面貌、工艺技术传统，

建立基于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年代

发展序列。在点上深入、在面上覆

盖，逐步搭建起山西地区古代制瓷

业体系框架，系统书写山西古代陶

瓷史。从北方地区整体陶瓷发展演

变过程中，填补有关山西部分的缺

环，还原山西在古代陶瓷发展史中

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2016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对河津市吕梁山南麓遮马

峪、瓜峪沿线进行区域性系统调

查，并对固镇瓷窑址进行抢救性

考古发掘，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2019年，对吕梁地区古窑址

开展系统调查和复查，同年抢救性

发掘了兴县西磁窑沟窑址，揭示出

以“柿色彩”装饰为代表的独具地

方特色的瓷业面貌和吕梁山区季

节性生产的小型区域性窑业经济

形态。

2022至 2023年霍州窑的考

古工作是践行该学术规划的第三

个窑址。

出土遗物

从土山庙地点的探沟发掘初步成果判断，霍州窑约在北宋后
期或金代前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形成了以细白瓷产品为
主流特色产品，“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
为装饰特征的产品面貌。细白瓷产品胎体洁白而坚致，器类小巧
而多样，釉层稀薄而光亮，釉色洁净而明快。常见器形有浅盘、小
碗、小盏、玉壶春瓶等。器物内壁中下部常有细凸线纹印花装饰，
纹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
泼而灵动，常见纹样有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蝴蝶花卉、莲花童子
及奔鹿、兔子等动物纹等。纹样布局或为二方连续，或以六、八、
十等分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偶有“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

“郭七”及“闫大”等不同姓氏的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
产经济形态。金代还生产一定量的化妆白瓷产品，器物以碗盘为
大宗，也有枕等琢器。同样以涩圈叠烧为主流支烧技术，胎体黄
白，器物造型圆润、圈足较高。

霍州窑元代产品仍以细白瓷产品为大宗，常见器物有折沿
小盘、高低不同的各类竹节状高足杯、带鋬沿小盏、龙柄小杯、折
沿大盘等。器物常常有瓜棱腹作法。印花纹样多见于器物内底和
下腹壁，纹样较金代简单，印花效果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印
花纹样立体而有层次感。常见鱼纹、并蒂牡丹、莲花等，也有少量
划花装饰。质量最高的素面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
细，支烧痕极小，器物可见折腹盘、曲腹碗和高足杯等。元代霍州
窑的产品在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及集宁路等地均有出
土，表明霍州窑产品曾销往高端市场，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宫廷消
费。“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为霍州窑独特支烧技术，也是霍州
窑的核心尖端技术。极小的支烧钉痕使粘钉理化特性、器物胎体
重量、保障产品产量和燃料经济节约四者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
衡，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
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
术”传统的延续与革新。元代还生产涩圈简笔黑褐花装饰的粗白
瓷产品。元代是霍州窑烧造历史中最为闪耀的时刻，在北方地区
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
的细白瓷产品而一骑绝尘，成为全国唯一生产精细白瓷的窑场，
是继邢窑、定窑以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
也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陶瓷手工业的杰出代表。

霍州窑在明代生产规模扩大，除叠压在金元时期窑业之上以
外，在空间分布上也有较大扩展。产品以化妆白瓷为主，常见碗、盘、
高足杯、盖、罐、瓷塑等。主流装饰技法为白地褐花和黑花，纹样多
样，有简笔花卉、开光鸟类、人物、松树等，绘画手法多为细线描绘，
艺术风格兼具工笔与写意，写实与意趣共存。胎体较粗，但在画工、
工艺上可看到窑工们粗料细作的巧思。支烧技术上继承五粒泥浆粘
钉间隔支烧传统，只是粘钉中配方有所变化，粘钉变大，后期粘钉中
还掺入石英砂，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规律。

明代霍州窑产品除大量供应百姓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发现
了写有“文庙祭盘”的白釉盘、粗白瓷盖豆等性质明确的礼制祭祀
用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明代霍州窑还因其持久的细白瓷生产技
术积累，一度为山西地区明代藩王府烧制细白瓷矾红彩五爪龙纹
碗、盘、杯等高档用瓷。明代霍州窑多种面相的生产面貌深刻影响了
明代社会生活的不同阶层。清代地层中出土了“堂内供钵顺治十三
年十一月内做造”的纪年残器，表明霍州窑一直延续至清代。

意义与价值

霍州窑明代窑业遗存的发掘在北方地区明代陶瓷考古中也
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是第一次对北方地区明代窑址开展的一定规
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北方地区明代陶瓷生产编年的建
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可深入推动南北方明代制瓷业生产对
比研究等课题。值得指出的是，在建筑考古的理念下，大规模揭露
出一组由1座窑炉和3组砖券窑洞式作坊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明代
窑业建筑遗存，这是明代北方地区一种全新的窑业生产布局形
态，是系统、完整展示明代瓷业生产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研
究陶瓷手工业遗产景观的演变规律和陶瓷手工业专门生产地的
人地互动关系等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可能。

霍州陈村瓷窑址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的保存状况、
分布范围和窑业遗存分布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霍州窑
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
史分期标尺。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白瓷业发展，
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北方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
环节。作为元代精细白瓷唯一的生产地，其产品形制和审美引领
了元代的社会风尚。明代窑洞式窑业生产格局更是丰富了北方地
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

霍州窑是在充分分析自身资源、技术优势，在保持区域瓷业
传统基础上，找准产品市场定位，突出于自身特色，精于生产经营
策略的窑场，其产品面向官方高端市场和民间日用市场，涉及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霍州窑各时期多面向的产品面貌和产品流
向，必将推进陶瓷手工业参与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塑造、人
地关系等方面的广泛研究。

霍州窑阶段性的演变轨迹是山西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
展史的一个缩影。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
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冀、豫、陕等之间的山西地区，凭借其连
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彰显出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更多的缺环将在山西地区得到填补，更多
的贡献将在山西地区得到揭示。山西陶瓷考古值得期待！

（撰文：刘岩 穆文军 李彦昕 摄影：郭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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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3日，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共霍州市委、霍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霍州窑址考

古与规划专家座谈会在霍州市召开。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陶瓷学会、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圳市文物鉴定所、深圳博物

馆、深圳望野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长城研究院等机构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上午，与会领导、陶瓷及规划专家学者赴霍州陈村窑址考察考古发掘现场，观摩出土瓷片及标本。下午召开专家座

谈会，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雪冰到会指导。霍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霍州陈村瓷窑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汇报了2022-2023年霍州窑的考古工作，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王璐副教授汇报了霍州窑保护规划编制阶段性工作成果。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交

流讨论，对霍州陈村瓷窑址两年考古工作的思路规划、实施步骤、发掘成果及初步研究给予了肯定，并就霍州窑窑业生

产时空布局、产品特色、装饰装烧技术、产品流布、瓷业生产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的转变、文化交流融合以及霍州窑在中

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等进行了深入阐释，为下一步的考古工作、研究阐释、规划编制、展示利用等提供了

有益的学术指导。

D25地块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向东南）

F4作坊航拍（右为北）

F20地块发掘区航拍（上为北）

陈村窑址地貌（东北向西南）

F66、D20地块发掘区航拍（上为北）

D15地块发掘区航拍（右为北）

金代细白瓷涩圈印花盘（水波人物纹）

明代制瓷窑场全景（D7地块，东向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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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细白瓷龙柄小杯

金代细白瓷
“郭窑瓷器”
商标款印花盘

金代细白瓷印花小碗
（六栏 奔鹿纹）

金代细白瓷涩圈印花盘
（莲花芦苇香蒲茨菇纹）

金代细白瓷印花盏
（八栏 兔子纹）

金代白釉枕

金代细白瓷印花盘
（婴戏莲纹）

元代白地黑花涩圈盘

明代白地褐彩
花卉纹碗

明代剔划开光鸟纹黑釉杯

明代白地褐花高足杯

明代细白瓷矾红彩
五爪云龙纹碗（藩王府用瓷）

清代顺治十三年纪年粗白瓷器物残片

专家考察窑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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