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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历史悠久，是中国陶瓷史上延续
时间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精、文
化底蕴最深、影响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因其
产地在龙泉而得名。

龙泉窑考古分为东区窑址考古和南区窑
址考古，龙泉东区、龙泉南区，均属考古意义
上的地理概念。龙泉东区，是指紧水滩水电
站坝址所在的云和县龙门乡（今紧水滩镇）以
上，至龙泉城以东 6公里的梧桐口村区域。该
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龙泉、云和两县（市）
的 5个乡镇（街道）数十个村庄。龙泉南区，是
以大窑为核心的龙泉西南部区域，包括毗邻
的庆元县部分乡村。

作为历史上龙泉青瓷窑址分布异常集中
的重要青瓷产区，龙泉东区自然有着不同寻
常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器、看窑、看文献，我
们不妨穿越时空，触摸历史脉搏，一起感受东
区曾经的荣耀与辉煌。

东区的分量

1954年 4月一个雨后的清晨，龙泉道太乡
上严儿村（现雁川村）村民何招弟，来到村边
一个叫坑潭的地方挖黄花草，意外挖出了一
只小小的瓷船。

这是一件舟形砚滴，即滴舟，全器作舟
形，有仓棚和艄棚，船舷两侧置有栏杆，仓内
塑有人物，为男女二人席地而坐呈交谈状。
仓棚沿左边搁有一木浆，棚顶有一笠帽，左边
一着蓑衣艄公作取笠帽状。器身内外施釉，
色青绿亮泽，底无釉露火石红胎，舟首处留有
一小孔，注水之用。该器无论人物、造型、釉
色、意境，简直无可挑剔，无与伦比。

经鉴定，这只元代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
长 16.2 厘米、宽 6.5 厘米、高 9.1 厘米，为国家
一级文物。走出万重山后的滴舟，走进了浙
江省博物馆，登上了“镇馆之宝”的宝座。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1981年发表的
《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当
时共发掘了 5条龙窑,推断生产时代是南宋末
至元代，该区产品质量在龙泉窑东区中属于
上乘，出土的青瓷不低于大窑金村一带的水
平。

翻开 1994 版《龙泉县志》可见，龙泉境内
已发现的青瓷古窑址共计 337处，其中东区达
210 处，占了三分之二，且大部分集中在道太
乡。

东区不仅窑址数量之多，更有国保级的
古龙窑。位于道太乡源口村西南约 2公里，土
名“杉木林”的源口青瓷窑址，是元代龙泉窑
青瓷生产的一处重要窑场，面积约 4000 多平
方米，经考古发掘，窑床结构为龙窑，长达 97
米。2019年，源口窑遗址作为“与现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并入第三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

陈万里，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被誉为“中国陶瓷考古之
父”。1928年 5月至 1941年 9月间，他曾不辞
劳苦先后九次到龙泉考察青瓷，其间，或路
过、或受乡人邀请一同赴窑基调查，先后在道
太、蛤湖、前赖、大棋、丁村、杨梅岭等地考察
东区古窑址。他在《龙泉西南北三乡之古代
窑基》一文中这样写道：“道泰（道太旧称）窑
作品，尚属优秀，确为明窑。道泰东窑则发见
画像而兼有文字之碗片甚多。此种物品，向
不悉其出处所在，即东西洋专著中，亦属人言
人殊，未曾归入龙泉作品中也。此次忽然发
见，数年存疑，一日解答，中心欢愉，不言可
知。从此道泰东窑在龙泉青瓷史上，占有一
页之地位，殆无可疑矣。”

大量考古资料及出土器物证明，龙泉东

区窑口在南宋早期甚至北宋晚期就有一定的
规模，其工艺稳定，烧制技术成熟。而且在相
当一部分遗址出土的瓷器中，产品的品质非
常高，比如雁川窑址出土的部分器物残件，几
乎可以与同一时期南区的产品相媲美，此窑
址出土的器型有碗、盘、洗、罐、炉、钵等，质量
极高。

国宝滴舟、国保龙窑、权威评价，无不彰
显了东区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东区的衰落

纵观龙泉青瓷窑场的分布，不难发现，东
区是有别于南区的，不同之处在于“点块”和

“条线”的区别。受制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南区
及一些零星窑场，均为“点块”状分布，而沿江
修建的东区窑场，则星罗棋布于瓯江两岸的

“条线”上。在古代，瓯江是龙泉对外交通最主
要的水路大通道，更是制瓷原料、烧窑燃料、产
品运输的黄金水道。由此可见，交通便利应该
是东区发展迅猛、创造辉煌的主要原因。

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可以发现东区的规
模与兴盛。

明·陆容《菽园杂记》载：“青瓷初出于刘
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
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
处皆有之。”

清·顺治《龙泉县志》有关青瓷窑的记载：
“琉田（一都）、道泰（二十一都）、大其垟（二十
都）、安福（二十三都）、蛤湖（二十一都）、因溪
垟（二十一都），已上见存；官田、俞溪、大浪
坑，已上废久。”

清·雍正《处州府志》载：“龙泉县蛤湖岭
有碗窑。”

……
上述文献记载的白雁、梧桐、安仁、安福、

绿绕、道泰、大其垟、安福、蛤湖、因溪垟、蛤湖
岭等均为东区窑场，且集中在梧桐口村以东
至道太乡流域范围。

“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
瓷船舶来往如织……”描述的就是龙泉东区
瓷业兴旺发达的景象，印证了东区青瓷产销
之繁盛。

规模如此之大且窑火遍地的东区，又是
如何归于沉寂的呢？滴舟出土 70年来，乃至
上溯到宋元时期，东区都发生了什么？

梳理龙泉青瓷的脉络，便知个中缘由。
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盛于宋元，南宋窑场
达 260多处，产品远销国内外。元代时，窑场
发展到 330多处，到了明代，大多数窑场仍在
烧制。明·洪武《格古窑论》载：“龙泉窑在今
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
供奉朝廷、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
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随着青花瓷的兴
起，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及海盗的
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后，青瓷外销量锐
减，导致窑场纷纷关闭。到了清代，盛极几个
朝代的龙泉青瓷几近凋零。清末民初，仅剩
宝溪一带还在坚持烧制。烧制年代最长、窑
址分布最广、外销范围最大的历史名窑——
龙泉窑，就这样日渐式微。作为龙泉青瓷的
重要组成部分，东区的命运、兴衰必然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
视下，龙泉青瓷得以全面恢复，并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2009年 9月，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
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成为全球首个入选“人类非遗”的陶瓷类
项目。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历经大白岸水电
站、紧水滩水电站两次大型水利项目建设后，
道太变成了滨水之乡，全乡水域面积 2.2 万

亩，紧水滩水库 47%的水域在道太乡境内。因
此，大部分窑场在道太的东区，许多青瓷窑
场、水运码头不得不湮没在一片泽国之下，归
于寂静。

器成在东区

今年 11 月 2 日，雁川窑复烧首窑开窑现
场，人山人海。

“开窑啰！”打开匣钵，当窑温尚存的滴舟
展露芳容时，惊艳了所有人。

又见窑火，滴舟归来。人们把目光集中
在刘梁锋、刘辉平两位年轻窑主和脚下这片
热土上。

刘梁锋师承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省
工艺美术大师龚益华，刘辉平师承省工艺美
术大师李巧强，学习仿古青瓷制作和龙窑烧
制技艺。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两位年轻人的
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作品多次在各类评选
中获奖，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从便利到闭塞，道太人对交通的优劣变
故有着彻骨的感受。近年来，随着仙庆公路、
义龙庆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的开工建设，道
太的发展迎来了重大转机。

依托悠久的青瓷历史，丰富的古窑遗存
和独特的库区山水禀赋，道太乡编制了“一核
一带三图景”文旅发展规划，即以青瓷文化为
核，瓯江山水诗路为带，打造雁川村“古窑青
瓷出海图”、大白岸村“寄情山水康养图”和双
平村“滨水渔村共富图”。其中雁川村主要实
施龙泉雁川青瓷文创之窗项目，通过建设东
区青瓷展览馆，复建雁川窑制瓷基地，保护好
雁川古窑址、古码头等，串联周边鲤鱼寨、月
亮湾小草原等自然景观，打造集龙泉窑青瓷
文化展陈、古龙泉窑烧制体验、模拟考古学术
研讨及山水文旅等于一体的东区青瓷文创基
地。

刘梁锋、刘辉平便是该基地首个招引入
驻的青创团队。2023年，他们修筑雁川窑，一
心一意复刻烧制龙泉窑瓷艺巅峰之作——滴
舟。

“东区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这里不仅烧制
出了国宝滴舟，更有销往世界各地的大量精
美瓷器。”刘梁锋认为，东区的积淀极其厚重，
但历经变故后又像一张白纸。他们之所以选
择在道太创业，是因为满怀敬仰和憧憬，既为
实现人生梦想，也为东区复兴添一把火。

“我们以强村公司为业主，计划投资 1350
万元，盘活利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通过
项目支撑和双招双引，努力打造一个瓷艺与
瓷业双向奔赴，创客和村集体互利共赢的东
区青瓷文创基地。”道太乡党委书记林琪表
示，经过前期努力，以研究东区青瓷文化及烧
制技艺为核心的瓷业生产基地初现雏形。接
下来，乡里将招引更多的青创客、手工艺人入
驻，让东区窑火越烧越旺。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2017年，发端于龙
泉市宝溪乡溪头村的“不灭窑火——龙泉青
瓷传统龙窑烧制”活动，被认定为浙江省示范
级文旅融合 IP。一路走来，从宝溪乡、上垟
镇，到小梅镇、查田镇、兰巨乡，再到安仁镇，
直至此番点燃雁川窑，“不灭窑火”已经燃遍
龙泉的四面八方，成为推动文化旅游、非遗传
承、青瓷产业发展的燎原之火。

窑火璀璨，器成东区。
在东区沉寂几百年、滴舟出土 70年后，滴

舟故里重新燃起的不仅是窑火，更是人们心
中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冀。

东属木，代表生长、萌发、向上；木生火，
东区必将焕发出新时代的魅力与芳华。

春风十里，龙泉东区在等你！

雁川窑复刻烧制的滴舟

刘辉平（左）和刘梁锋（右）

雁川窑

国宝滴舟出土70年后，滴舟故里窑火复燃；

雁川窑首烧，“不灭窑火”真正意义上燃遍龙泉东西南北；

一比一复刻滴舟的惊艳出窑，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雁川窑、转向道太、转向东区……

又见滴舟泛东区
■通讯员 吴向东

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滴舟

雁川窑首窑开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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