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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鹤壁集古瓷

窑遗址展开首次系统发掘
!

揭露遗址面积约
%&&

平

方米
!

清理残窑及作坊遗迹一处
!

出土瓷器及工具

$'&&

多件
"

("')

年
!

为配合水利建设
!

市博物馆又

组织发掘遗址面积约
*+,

平方米
!

清理窑基一处
!

出土器物
'&&&

余件
"

尽管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面积仅占整个遗址面积的
-!

!

但还是为鹤壁集古

瓷窑的兴废勾勒出了清晰的脉络
"

#

民聚其地
!

耕且陶焉
" $

每一窑瓷器的原料都

取自自然环境
!

每一窑瓷器的烧造又都脱离不了

其社会条件
%

从已公开的考古报告看
!

鹤壁集制瓷

业始于动荡的晚唐时期
!

经过晚唐
&

五代的艰难发

展
!

到北宋时期窑火渐烧渐旺
!

特别是随着中国乃

至世界上最早的采煤业在鹤壁集地区的出现
!

从北

宋后期到金代
!

这里的制瓷业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

都达到了鼎盛
"

元政权确立以后
!

随着暴政
&

饥荒以

及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
!

最终将熊熊窑火熄灭
"

自唐至元
!

河两岸窑火燃烧了四五个世纪
!

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

这里出土

的瓷器品种以唐白瓷
&

黑瓷
&

黄瓷
!

宋白瓷
&

黑瓷
&

褐

瓷
&

黄瓷
&

三彩陶器和元钧瓷为主
!

瓷器由最初单一

的碗
&

盘
&

盆发展到壶
&

灯
&

炉
&

瓶
&

枕等
!

又由实用器

具到俑
&

娱乐用具
&

玩具和饰品等
"

装饰技法也庞杂

繁多
!

除常见的白地黑花外
!

更有白釉酱花
&

白釉刺

花
&

白釉剔花
&

白釉红绿彩绘
&

白釉褐斑
&

钧釉等十

几个门类
!

令同时期其他窑系难以望其项背
"

装饰

题材以常见的花草
&

飞禽
&

人物
&

民居等为主
!

风格

朴素粗犷
!

生活气息浓厚
!

地方风格突出
!

虽未必为

官方赏识
!

但深受平民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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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民间瓷苑的璀璨明珠
!

鹤壁集古

瓷窑遗址早在
!"%$

年即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

在市博物馆的全部藏品中
!

鹤壁集古瓷

窑出土的文物超过了半数
"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始
!

不断有日本
&

韩国
&

新加坡
&

英国
&

比利时等国

的专家学者来鹤考察古瓷窑遗址及出土的文物
"

出

土的瓷器精品
!"'$

年还到海外展出
!

一时引起轰

动
"

近年来
!

我市围绕鹤壁集古瓷窑文化遗产保

护
&

发掘
&

开发
&

利用的脚步一直不曾停下
"

市文物

工作队正组织力量加紧对古瓷窑考古成果进行深

入总结
&

整理
!

有关论著不日即可脱稿
"

鹤山区政府

也将鹤壁集古瓷窑的古瓷仿制品研发
&

生产和展

览
!

以及陶吧建设
&

鹤壁集古瓷窑博物馆筹建等
!

列

入文化产业项目重点推介
!

力图让悠久的陶瓷文明

在古老的河之滨大放异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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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里烧造坡
!

从西边山下沿着河坡到处

都是窑
" $

得知记者是来寻访古瓷窑遗址的
!

鹤壁

集柏灵桥一带的老伯
&

妇女
!

还有刚放暑假的孩子

们争相给我们引路
!

一矿家属楼上一位大妈甚至

站在阳台上给我们介绍
('

北京来人看
!

日本还来

人看哩
)*$

走近河
!

就走进了瓷艺的世界
%

一河两岸的

羊肠小道上
!

因为没有疯长的野草遮掩
!

满目所见

尽是白色和黑色的瓷片
!

无论是纯色的还是印花

的
!

弯腰就可拾得一大把
%

河南岸的崖壁上
!

大大

小小的陶瓷碎片分层堆积
!

偶见煤块或木炭模样

的小块混杂其间
%

但是
!

一行几个人忙活了多半个

时辰
!

还是无缘觅得一组相对完整的瓷器残片
%

我

们和同行的鹤山区委宣传部的同志打趣
(

没能找

到古窑场的成品库
!

倒是找到了残次品的填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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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集的制瓷业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凡身世
+

作为民窑
!

典籍上是很难找到多少关于它的记述

的
%

比较正式的如
,

汤阴县志
-

有
'

邑西北五十里鹤

壁为古瓷窑场
!

今废
$

的记录
!

但很不翔实
%

值得一

提的是
!

直到清乾隆三十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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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

壁人李永行牵头重修至今尚存的柏灵桥时立下的

碑刻
!

才算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地陶瓷烧造业的

渊源及规模
%

,

柏灵桥重修碑记
-

说
!

有名士曰柏灵翁者
#

其

父兄子侄世历显宦
!

晓风气
!

识土性
!

游览斯地
!

知

此下有五色土焉
!

可以陶
%

因召是乡人而授以配合

之法
!

时人因其法成夫器
!

火熟之
!

发晶莹色
%

后有

巧匠
!

因而加厉利
!

斯普焉
%

邑西之人
!

借以养生者

不啻数万家
% $

碑文所说的邑
!

即汤邑
!

汤阴也
%

至

于五色土
!

也就是制瓷所需的高岭土
&

塑性黏土
&

硬质或半硬质黏土
&

长石
&

石英等矿物质
%

据地矿

部门勘测
!

鹤壁太行山的这类瓷土
!

储量超过千万

吨
%

鹤壁集古瓷窑遗址声名鹊起
!

还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事情
!

这与考古界至少两位重要人物分

不开
000

一个是毕生致力于古陶瓷研究的故宫博

物院已故研究员
&

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
!

一个是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杨宝顺研究

员
%

鹤壁集古瓷窑最早见诸当代考古文献
!

是在

!"+.

年陈万里撰写的
,

调查平原
&

河北二省古瓷

窑报告
-

里
%

时隔两年
!

杨宝顺在汤阴县文化馆和

鹤壁集文化站的协助下
!

对鹤壁集古瓷窑遗址进

行了首次考古勘察
!

认定其范围之广
&

遗物之丰

富
!

为我国北方仅有
%

他将整理出的考古简报
,

汤

阴县鹤壁古瓷窑遗址
-

发表在
-"+%

年第
'

期的

,

文物参考资料
-

上
!

立即在学界引起热议
!

时年六

十开外的陈万里立即亲莅鹤壁考察
!

并写出了著

名的
,

鹤壁集印象
-%

在这篇文章里
!

这位著名的古

陶瓷专家毫不掩饰自己对鹤壁集古瓷窑的偏爱
(

'

从发现的瓷片看
!

鹤壁集古瓷器的制作非常复杂

而精细
!

有着朴素的本质
!

装饰画上具有优美的地

方风格
%

窑场范围之广
!

远远大于著名的修武当阳

峪
&

禹县窑及安阳的观台古瓷窑场
!

为河南最重要

的古代瓷窑场遗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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