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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资料表明，丽水成熟瓷器烧造发端
于六朝时期（220 年—589 年）。在后来的对
内传承发展与对外兼收并蓄中，逐步形成著
名的龙泉窑，并于宋朝达到鼎盛，在宋元至
明中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大宗外销产品，誉
享海内外，这也使丽水及瓯江两岸成为海上
丝绸之路内陆地区重要的起始地。

但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在丽
水众多的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丽水及
瓯江两岸，还是古代陶器甚至是原始瓷器的
创烧地，是先民们广泛使用陶器和原始瓷器
的区域。也就是说，丽水人民在陶瓷创烧、
递进演变的各个阶段，都不曾缺席。

二十世纪以来的众多遗址考古发
掘为丽水及瓯江流域是古代陶与瓷的
发祥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一）从夹砂陶到原始青瓷的烧造
中国陶器的源头可以上溯到 10000年以

前。华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已发
现距今 10000年以上的陶器。

丽水包括瓯江流域中上游的先民最早大
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
好川文化时期，诞生了烧成温度更高、胎体
更坚硬，颇具自身特点的印纹硬陶。

2018年 3月至 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缙云县博物馆对属于金华“上山文化”（距今
11000 年—9000 年）中晚期的缙云壶镇陇东
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迄今为止丽水
历史最悠久的史前人类聚落。专家考证，陇
东遗址最早期距今约 9000年，主体年代距今
4700年—4000年。陇东遗址约 20厘米厚的
堆积层，浓缩了跨度达 5000年的历史。其中
好川文化遗迹较多，出土了比较完整的陶
器，具代表性的有罐、豆、壶、杯、簋等，但出
土较多还是印纹硬陶残片。

这是经考古发现的丽水区域存续最早的
陶瓷之一。这说明在陇东遗址生活的先民，
在 4000多年前，已经能够生产制作陶瓷中的
高端产品硬纹硬陶。

2022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瓯江上游的丽水地区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
调查工作，在莲都区碧湖镇西北方向大约 1.5
公里外的位置发现了岚山头遗址。遗址为
新石器晚期、夏商和西周时期的“三叠层”。
出土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小件 250余件。新
石器时代晚期包含前好川（相当于良渚早
期）和好川文化两个时期。出土陶片分为夹
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两种，器型以釜（罐）为
主。考古专家认为，岚山头遗址的发掘，揭
露出前好川、好川、夏商和西周四个阶段的
遗存，对完善瓯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
序列、认识这一区域的时代变迁和文明进程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7 年在遂昌县好川村岭头岗发现和
发掘的“好川文化”墓葬群，被誉为浙西南地
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考古界认为属于良渚
文化晚期。在好川墓葬中，发现了 762 件陶
器，占随葬品总数的 74%，主要为泥质陶、夹
砂陶、印纹陶（软陶和硬陶）三大类型。这些
陶器大多数形制规整，胎体较薄，轮制成型，
独印纹陶为泥条盘筑手工成型。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好川墓地》一书在
序言中就指出：“这些陶器，其中有若干具有
良渚文化的因素，但从整体发展上看，并不
能归入良渚文化范畴之内，因它有自己的个
性特征。像陶鬶有较长的演变系列；型式复
杂多变的陶豆，也不同于齐、鲁、江、浙同期
文化中的形制；圈足盘也不同于太湖流域和
长江下游的盘；大量三足盘的出现，有替代
陶鼎的趋势，等等。这些都显示好川的陶器
有自己的集群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与规律。”

上述发现说明，好川文化中的陶器，是
好川先民在生产劳动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和
智慧结晶。

在上世纪的 50至 80年代，在龙泉城东北
隅的牛门岗陆续发现了类型丰富的遗物，属
良渚文化类型。其中陶器有灰陶、夹砂陶、
红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类型有釜、瓶、
盂、碗、小缸、罐等。纹饰有曲折纹、人字纹
等，经省文物部门考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距今约 5000年—3000年）遗址，说明瓯江上
游的龙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启了陶
瓷文明发展史。

2022年初，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联手浙
江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龙腾文物保护有限公
司考古勘探队在云和县域多地进行重点调
查，共发现 28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文化
遗址，面积达 40多万平方米，根据从遗址文
化层发掘出土的陶片、瓷器等信息，专家初
步判定这些遗址年代跨越到新石器时代至
商周时期，距今 4000年到 3000年。

其中，“云和独山西周土墩墓群”还在
“2023年度浙江十大考古重要发现”中上榜。
在这项考古中，考古人员共发现西周墓葬 38
座、器物堆 37处，出土了 100多件陶器、25件
珍贵青铜器，包括“国内罕见的青铜矛”。陶
器为印纹硬陶、着黑陶、黑皮陶和原始瓷器，
年代属夏商至西周。器物堆中有较多大型原
始瓷罐等器物。其中，原始瓷就有9件。而在
这之前的 2021年至 2022年，云和曾发掘了西
周门前山遗址，清理了15座西周早期墓葬，也
出土了原始瓷罐、豆、钵等器物。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古代青
瓷》一书指出：“原始青瓷是在硬纹硬陶工艺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常与原始青瓷同窑合
烧。”云和与龙泉等地频繁出土原始青瓷，看
来不是孤立事件。独山西周墓群与好川文
化时间年代接近，空间距离相近，独山群落
与好川文化应有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好
川先民既然能够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自行发
明创造出陶器乃至硬纹硬陶，那么，之后不
久的独山人或者同处于瓯江流域的丽水先
民，在传承硬纹硬陶烧造技艺基础上，创烧
出原始瓷器乃至成熟青瓷也就顺理成章。

出土原始瓷和青铜器的独山墓葬在规模

和形制上都比较考究，显示出墓主人的身份
和地位较高。这也说明，原始青瓷一诞生，
就受到了封建社会上层的重视和青睐，成为
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

（二）从成熟青瓷到龙泉窑青瓷的崛起
瓯江中上游已发现最早的成熟青瓷器窑

址，是丽水莲都的吕埠坑窑。吕埠坑窑址位
于丽水城西南郊外吕埠坑村，紧临瓯江。1959
年瓯江水库文物工作组初步发掘，2001年省考
古所再次发掘，清理龙窑窑床两条。发掘资料
表明，该窑烧造时间从六朝（222年—589年）晚
期开始，至晚唐（约875年—907年）停止烧制，
延烧四五百年之久。瓷器灰胎，釉色有青褐、
青灰、黄绿等，采用龙窑明火叠烧。从窑址叠
层的三个年代看，陶瓷制作传承连贯，烧制技
艺渐次递进。

比如在南北朝（六朝）晚期至盛唐的第
一期，产品造型简单，以折腹平底碗居多，胎
厚釉薄，施釉不均匀；

在盛唐至中唐的第二期，出现工艺相对
复杂一些的撇口折腹碗、敞口斜腹碗、撇口
弧腹碗等。器型多样，开始出现青色釉和酱
釉，釉层相对较厚；

在中唐至晚唐的第三期，工艺简单的折
腹碗、平底碗消失，出现撇口或敞口斜腹假
圈足碗，支烧痕达 5 至 8 个，能烧制大型器
物，如缸、盆类。用明火叠烧外，还有大小件
器套烧。

专家考证，吕埠坑窑址是瓯江中上游已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瓷窑址，对研究瓯江流
域青瓷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吕埠坑窑无疑是瓯江陶瓷文明传承的一
个重要节点，对丽水区域从陶到瓷起着承上
启下的重要作用。

大约在同一时期，与吕埠坑窑同处一条
瓯江的龙泉，也发现了灰胎青黄釉的青瓷
器。在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的永初元年(420
年) 墓葬品中，发现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
瓣碗等 8 件作品,皆灰胎青黄釉。这或为龙
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可靠例证。

最近的考古资料就显示，在龙泉境内的
金村，以及周边的庆元黄坛、松阳界首、青田
石帆等地陆续发现了唐、五代的窑址，唐至
北宋初期共有 27处窑址，具备了一定的窑业
规模，制瓷技艺已趋于成熟。其产品釉色淡
青，青中泛黄，具有龙泉窑早期产品的淡青
釉特征。可以确定，与龙泉窑的形成发展有
密切的传承关系。

根据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先
生在《龙泉窑青瓷》中所述：瓯江上游的龙泉
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的一批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的古墓，墓内出土的瓷器与越窑、婺
州窑、瓯窑的产品有些差别，具有自己的特
色。由此也推断在三国两晋（220年-420年）
时期龙泉已开始烧造真正的成熟瓷器。

2014 年 3 月，在庆元竹口镇黄新乡黄
坛村发现了唐代青瓷窑遗址。出土的龙泉
窑瓷器数量多，质量精，是不可多得的青瓷
器精品。瓷器主要是碗和盘，釉色呈青黄
或黄褐色，开细小纹片，内外施釉。时任浙
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在庆元县召开
的瓷文化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庆元唐代黄
坛窑……是龙泉窑的鼻祖”（见 2014 年 8 月
12日《丽水日报》）。

从出土的龙泉窑瓷器可以看出，在五代
前生产的瓷器，其造型、釉色、胎质都比较粗
糙，但到五代中晚期和北宋初出来的器物不
同凡响，无论是造型、釉色、釉质、胎质，都达
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

到了北宋时期，得益于浙西南一带优越
的瓷业资源禀赋，龙泉窑不断吸收逐渐衰落
的越窑、瓯窑以及一些北方名窑的优秀制瓷
工艺，形成了龙泉窑特有的风格，并迅速崛
起，成为南方首屈一指的名窑。

从上述遗址和墓葬看，从陶到瓷的发展
过程中，丽水土地上有着夹砂陶、印纹陶、印
纹硬陶、原始瓷到成熟瓷器这一完整的过渡
环节，构成了丽水陶瓷起源创烧、传承发展
的独特文化序列。

古籍文献和历史印记从各个方面
印证丽水及瓯江流域是古代陶与瓷的
生产制造中心

（一）瓯人瓯江造瓯器——陶器时代
处于浙江西南部的瓯江中上游流域，属

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丰沛，
森林和渔业资源丰富，且山高地偏，鲜少战
乱，这为早期瓯江流域先民们休养生息、孕
育农耕文明奠定了基础，而瓯江流域丰富的
水土林木资源，也为古代先民创烧陶器和瓷
器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实，我们的先民早就用地名与江名等
称谓“注册”了自己是中国陶与瓷创烧先驱
中的一员。

瓯江的“瓯”，简单一个字，仿佛能穿越
千年时光，让人窥见历史的一隅。查新华字
典，可知瓯为“盆盂类瓦器”。古人将陶瓷做
的小盆简称为瓯，又指在水泊边居住的人。

“瓯”字为瓦字旁，很明显应该指制陶业发达
的地方。这也说明是瓯人发明了瓯器（陶
器），反过来，烧造瓯器者，也就被称为瓯人。

陶器在当时是一地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称此地为瓯，也反映了人们对瓯人制陶
的充分肯定。

翻开历史，我们知道丽水与温州一带古
时就被称为“瓯越”。《汉书·地理志》记载，百
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
处，各有种姓”。而“瓯越，是古代百越的一
支。分布在今浙江瓯江流域一带。主要由
早已居住在瓯江流域并创造了印纹陶遗存
的土著居民发展形成”，此《地理志》明确指
出是“瓯越先民创造了印纹陶遗存”。

瓯江流域曾先后是越国、闽中郡、东瓯
国等的辖境。东瓯王国的疆域为今浙江的
丽水、温州、台州及闽江以北一带，国都位于
温州市区。

西晋（266年—420年）茶学家杜育在《荈
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意思是说，
挑来拣去，好的陶瓷器皿都出自东瓯。此时
的东瓯，就包括丽水。

作为浙江南部人民母亲河的浙江第二大
江，也叫“瓯”江。瓯江发源于百山祖西北麓
锅帽尖，纵横八百里后，从温州湾滔滔入东
海。按说文解字，瓯江，就是一条流淌着陶
瓷的江。这应该也是丽水古代先民创烧陶
瓷的又一明证。

（二）龙泉秘色天下走——瓷器时代
中国著名陶瓷专家王光尧、沈琼华在

《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故宫博
物院院刊 2019年第 7期）一文中指出：“龙泉
地区烧造青瓷器至迟在唐代已成规模，直到
五代、北宋早期，当地的产品仍然有浓重的
越窑、婺州窑的风格，部分产品甚至还受瓯
窑的影响……但龙泉窑继越窑之后成为浙江
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青瓷的代表则是不争的
事实。”

因此，本节在探讨丽水成熟瓷器不断演
进的同时，侧重阐述与瓯窑、越窑之间的关
系，以及“龙泉窑出秘色瓷”的可能性。

1、与瓯窑的关系
到东汉时期（25 年—220 年），浙江率先

发明成熟青瓷。大致在同一时期，形成了著
名的三大窑场，即越窑、瓯窑和婺州窑。

其中，瓯窑，就诞生在以温州为龙头的
瓯江流域。温州与丽水，一衣带水，恰如北
宋诗人李之仪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中一对情人。

共居瓯江流域，同饮一江水的温州、丽
水区域先民，相互之间的交流应是最便利
的。作为瓯江这条龙的龙身和龙尾的瓯江
中上游丽水区域，制瓷资源更为丰富，又处
上游之利，不可能被瓯窑遗忘。此地先民定
然参与过瓯窑的创烧，并在瓯窑的发展历程
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对此，朱伯谦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在
紫禁城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朱伯谦论文
集》里指出：“在龙泉金村，窑场林立，废弃的
瓷片窑具堆积如山，古代瓷业十分发达。我
们去那里调查时，在五处窑址的最下层，发
现了早期的堆积层，其产品都是淡青色釉青
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釉层透明，表
面光亮……上述瓷器与 1964 年温州市西郭
大桥头石桥桥墩下出土的宋初开宝三年
（970 年）瓷质铭文碑和在河床中发现的执
壶、瓶等瓯窑瓷器，在质地、釉色和造型等方
面都极其相同。说明它是受了瓯窑的重大
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瓯窑的手工业者直接到
龙泉经营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北宋早期甚
至更早时期，龙泉一地在创烧龙泉青瓷的同
时，有瓯窑陶工迁徙到龙泉，直接在龙泉生
产瓯窑产品，且质量上乘。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古陶瓷研究专家
李刚在《龙泉窑源流说》一文中也认为：“从总
体上看，这些窑场与瓯窑之间有着内在的联
系，可以看作是瓯江下游地区窑业溯江而上
的松散分支。至于龙泉北宋淡青釉瓷器在造
型、纹饰等方面显露出个性，是符合窑业技术
传播、变易之规律的。可以说，北宋中期以前
瓯窑制瓷技术传入龙泉后所产生的变化，是
对当地的文化、风俗适应的结果。”

有出土器物和陶瓷专家的明证，古代瓯
窑的分布地包括瓯江中上游的丽水已是不
争的事实。

2、与越窑的关系
在古文献中，关于丽水陶瓷史甚至龙泉

窑的开创年代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
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 年）庄绰的

《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
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
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虽然许多
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
瓷出龙泉”观点，甚至权威如朱伯谦先生，也
在《朱伯谦论文集》中论证庄绰说法有误，认
为此时的龙泉不可能出秘色。

据史料分析，认为五代时龙泉烧不出秘
色瓷的说法，未免太过武断。笔者本着商榷
的态度，试探庄绰所说“处州龙泉县……又
出青瓷器，谓之秘色”的真实性，理由有三：

一是龙泉窑极有可能是越窑贡瓷幕后英
雄。

五代时，吴越国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
略，不惜动用全国之力烧造进贡瓷器，而庞
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当
时已在众多南方窑场脱颖而出，并具有相当
规模的民窑——龙泉窑不可能置身事外。于
是，地理位置相距不远的龙泉窑便成了越窑
贡瓷的另一个生产基地，龙泉窑产品因此极
有可能作为越瓷的一部分担负起贡器的重
要使命。

处州龙泉山高地偏，瓯江滩险浪激，交
通不便，文人墨客到访龙泉为数不多，导致
龙泉窑知名度远不如当时的越窑，人们将龙
泉县产的秘色青瓷认作是越窑青瓷，也是完
全有可能的。一如五大名瓷之一的哥窑，虽
早有许多迹象指向龙泉，但陶瓷界专家还是
认为产地悬疑。直到近年考古界对龙泉溪
口瓦窑垟等窑址黑胎青瓷的挖掘和发现，才
最后确认文献中的哥窑产自龙泉，是龙泉窑
产品。正如复旦大学沈岳明教授讲的“千古
之谜乃千古奇冤”。

二是龙泉窑在五代时不仅初具规模且品
质上乘，烧制类越窑秘色应不成问题。

龙泉窑在为吴越国生产贡瓷的同时，
也换来了自身发展的契机。为保证贡瓷品
质，统治者定然会派优秀瓷匠到龙泉传经
送 宝 ，将 越 窑 先 进 的 生 产 技 术 传 入 龙 泉
窑。同时，龙泉极其丰富的制瓷资源和便
利的瓯江水路，也为龙泉窑迅速发展壮大
创造了契机，“龙泉县又出秘色青瓷”应是
理所当然。

南宋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卷十更是
明确指龙泉出秘色：“青瓷器，皆云出自李
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

色粉青，越乃艾色。”文中讲得很明白：处州
龙泉和越州皆生产秘色瓷。有人说是李唐
皇帝出的，也有人说是五代吴越钱王出的。
龙泉秘色瓷釉色粉青，越窑的秘色为艾色
（青黄色）。在《云麓漫钞》中，龙泉窑和越窑
是平分秋色的。赵彦卫曾任徽州通判，新安
郡守。想来不可能信口雌黄。

李刚在《龙泉窑纵笔》一文中也阐述道：
“在熙宁元年至宣和中的半个多世纪里，浙
江的制瓷业发生了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
的巨变。当龙泉窑形成一定的规模后，其上
等产品便自然被处州府列为土贡项目。”也
因此被庄绰认为是龙泉窑产秘色瓷。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浙江
古代青瓷》在《龙泉窑的兴起》一章中也提
到：“可以认为，龙泉窑早期淡青釉青瓷与吴
越国后期到北宋早期的越窑青瓷风格相
近。”这也意味着两者品质在伯仲间。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
器》条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说：“本朝以
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
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
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仔细推敲上
文，应是这个意思：北宋朝廷命令汝州造青
瓷器，还让河北、耀州等北方瓷窑同时造青
瓷，而在江南，曾经领衔江南的越窑已在朝
廷的视阈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已闻名遐迩
的“龙泉县窑”。因此，贡瓷还得龙泉县窑继
续烧造。因为龙泉窑看上去比较粗糙，在北
宋政和年间，朝廷在让上述各地继续烧造贡
瓷的同时，自己办官窑烧造。文献清楚地表
明，当时“龙泉县窑”在江南是为朝廷烧贡瓷
的唯一一家。可见北宋晚期，龙泉青瓷的地
位已相当显著，技术水平领先江南同行。

丽水资深古陶瓷收藏家叶英挺对此有新
解。他认为，上文的意思是：朝廷对龙泉窑

“质颇粗厚”看不下去，干脆在龙泉县置官窑
督烧。这样解释其实也符合文法。如果是
这样，那北宋时期龙泉有官窑，也就有据可
依了。

李刚在《龙泉窑纵笔》一文中也认为：北
宋时，龙泉大窑、溪口等地，实为受处州府监
控的龙泉官窑所在，它烧制的黑胎瓷纯属

“县官未尝见”的宫廷用瓷。
三是庄绰曾任朝廷中高层官员，一生仕

宦于襄阳、临泾、颍昌、洪州、澧州、筠州、鄂
州、南雄州及两浙等地。最后任右朝请郎、
充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官声良
好，见闻广博，学有渊源，著述甚富。其父庄
公岳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好，自己又是著
名的书法家、画家米芾好友，因此，不可能将
龙泉也出秘色瓷这一点讲错。

由于龙泉窑实际上有为朝廷烧贡瓷，太
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
济监理越州窑务兼任龙泉窑务，足见龙泉瓷
业在朝廷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近年在龙泉出土的一件纪年淡青釉四系
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936年，后晋
高祖石敬瑭年号），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
吉”字样，证明早在后晋时期就有烧制贡
瓷。这为龙泉窑从五代到北宋期间，有贡瓷
生产及“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之说提供了难以辩驳的实证。

龙泉窑烧制技艺的持续提升和影响力的
进一步扩大，使龙泉窑在北宋时期生产规模
和品质达到历史新高。以龙泉市的金村、大
窑、安福、大白岸和庆元县上垟等为中心，逐
渐向南向东沿瓯江流域扩展。目前已发现
的北宋瓷窑遗址多达 159处。

随着北宋晚期对龙泉的龙泉溪、秦溪，
缙云的好溪等瓯江中上游险峻滩弯进行开
凿疏通，船只昼夜航行安全畅通，昔日险滩
皆为安流〔见(清)《龙泉县志·卷十二》（文艺
记述）乾隆二十七年刊本〕。从此以后，龙泉
窑青瓷可以通过船筏顺流而下至瓯江主流，
经温州专营龙泉青瓷的朔门古港等港口行
销国内外。同时也吸引更多从事青瓷生产
的能工巧匠来龙泉置窑烧瓷，正所谓匠从八
方来，器成天下走。至南宋及元朝至明中，
龙泉窑步入鼎盛时期。

综上，丽水地区出现陶器的时间或许比
全国其他已发现陶器的地区相对晚一些，但
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最初的陶
器。到好川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
烧成温度更高、更为坚硬实用的印纹硬陶便
水到渠成浴火而生。约 3000 年前的商代或
稍早前，丽水先民在烧制印纹硬陶过程中，
用瓷石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 1200℃高温焙
烧而成原始瓷器。原始瓷器是向成熟瓷器
迈进的重要一环。有了这一环，丽水区域先
民在六朝时期的莲都吕埠坑、龙泉金村等处
创烧出了成熟瓷器。

紧接着在唐朝，直至五代，龙泉窑继往
开来脱颖而出。此时的龙泉窑烧制工艺已
较为完整先进，胎质坚硬，釉色晶莹似玉，甚
至被称为秘色，作为贡瓷，或代越窑生产，或
朝廷直接在龙泉督烧。到了北宋晚期，龙泉
窑已能烧造比淡青釉更有魅力的翠青釉青
瓷，并已规模化生产。此时，龙泉窑名冠江
南，其产销量已一统瓷业江山，为南宋及元
明领衔海上丝路积蓄了蓬勃的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红十字会原副秘书长、
新华社浙江内参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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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丽水的陶瓷史，
人们常常说起的是闻名
遐迩的龙泉窑史。其实
龙泉窑的历史不等同于
丽 水 自 古 以 来 的 陶 瓷
史，龙泉窑史只是丽水
陶瓷史中的一部分，当
然是最重要的部分。丽
水的陶瓷史要远早于龙
泉窑的历史。

好川墓出土夹细砂红褐陶

泥质灰胎黑皮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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