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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早期白瓷的生产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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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墓葬出土白瓷的分析，探讨了唐代早期白瓷产品的流通与分布，揭示出其对长安、洛阳两都

市场的依赖和尚属奢侈品的商品属性。唐代早期出土白瓷主要为巩义窑产品，与邢窑窑业的收缩和巩义窑进一步繁

荣的白瓷窑业格局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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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eramics unearthed from tomb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hite porcelain and white-slipped wares during early Tang Dynasty (618 - 710 A.D.). It reveals the high 
demand of these products on the capital markets in Chang’an and Luoyang and its’ classification as luxury product.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ose white wares from the Gongyi Kiln were the primary products in Early Tang Dynasty, corresponding 
to the flourishing production of white wares in Gongyi Kiln and the contemporary decline of Xing Kiln.

20 世纪 70 年代，李知宴主要依据西安地

区唐代墓葬出土瓷器并结合窑址资料来探讨

唐代瓷器的发展，认为在唐代前期，白瓷数

量相较青瓷很少，质量也较差 [1]。后随着窑

址与墓葬等出土白瓷资料的增多，李知宴又

将隋唐五代白瓷分为五期。其中，隋至唐太

宗 时 期（581 ～ 649 年 ） 白 瓷 快 速 发 展， 但

数量和种类都不能与青瓷相比，工艺也不成

熟 ；高 宗 至 玄 宗 时 期（650 ～ 755 年 ） 白 瓷

飞速发展，品种增多、质量提高、使用面也

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 [2]。笔者

主要依据窑址发掘和调查资料，从窑业格局、

产品面貌、生产技术等几个方面对白瓷发展

进行的阶段性研究出发，将隋至五代这一时

期的白瓷生产分为五个阶段，其中唐代早期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至唐中宗景龙四

年（710 年），其在窑业格局及生产状况、产

品结构及样式、窑业技术等方面相较前一阶

段（581 ～ 618 年 ） 和 后 一 阶 段 的 唐 代 中 期

（710 ～ 824 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点 [3]。

以往学界对于唐代早期白瓷的研究，关注点

过多地集中在发现较早、资料刊布较为丰富

的邢窑，诸多唐代早期出土白瓷的产地均被

错误地判定为邢窑。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定

量分析的依据，对于白瓷产品的流通范围与

消费属性均缺乏准确的认识。随着窑址发掘

资料的陆续刊布，以及墓葬出土资料的不断

积累和丰富，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唐代早

期白瓷流通与消费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唐代

早期白瓷生产状况。

一、资料发现

唐代早期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至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 年），前后计 93 年。本

文共搜集出土白瓷的墓葬 79 座，其中纪年墓葬

41 座，出土白瓷数量 361 件（片），为叙述方便，

列表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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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土墓葬 出土地 纪年 出土白瓷及件数

1 乞扶惠夫妇墓 [4] 河南卫辉 贞观元年（627 年） 器盖 1

2 李寿墓 [5] 陕西三原 贞观五年（631 年） 四系罐 1、白釉褐彩四系罐 1

3 长乐公主墓 [6] 陕西礼泉 贞观十七年（643 年） 巩义窑辟雍砚 1

4 李祐墓 [7] 陕西西安 贞观十七年（643 年） 巩义窑化妆白瓷盘口瓶 1

5 孙则墓 [8] 辽宁朝阳 永徽六年（655 年） 巩义窑四系罐 2

6 宗光墓 [9] 河南洛阳 永辉六年（655 年） 巩义窑罐 3

7 贾敦赜夫妇墓 [10] 河南洛阳 显庆元年（656 年） 巩义窑盖罐 10、碗 5、盘 2

8 张士贵墓 [11] 陕西礼泉 显庆二年（657 年） 巩义窑四系罐 1、唾壶 2

9 史道洛墓 [12] 宁夏固原 显庆三年（658 年） 巩义窑唾壶 1、带盖钵 1、器盖 1

10 高阳郡君许氏墓 [13] 陕西西安 龙朔元年（661 年） 巩义窑壶 1

11 张枚夫妇墓 [14] 河南新乡 麟德元年（664 年） 巩义窑钵 1

12 柳凯夫妇墓 [15] 河南偃师 麟德元年（664 年） 巩义窑四系罐 4

13 史索岩夫妇墓 [16] 宁夏固原 麟德元年（664 年） 巩义窑四系罐 1、高足盘 1、瓶 1

14 郑仁泰墓 [17] 陕西礼泉 麟德元年（664 年） 壶 2、罐盖 5

15 薛元嘏夫妇墓 [18] 陕西西安 乾封元年（666 年） 巩义窑唾壶 1

16 段伯阳墓 [19] 陕西西安 乾封二年（667 年）
巩义窑四系罐 2、瓶 2、高足钵 1、器盖 1、

人形壶 1、白釉黑彩胡人头 1
17 李爽墓 [20] 陕西西安 总章元年（668 年） 盘 1

18 刘智夫妇墓 [21] 陕西西安 总章二年（669 年） 巩义窑罐 1

19 张文俱墓 [22] 河南洛阳 咸亨元年（670 年） 巩义窑罐 16、双龙柄壶 2

20 陈晖墓 [23] 河南洛阳 咸亨元年（670 年） 巩义窑双龙柄壶 1

21 左才夫妇墓 [24] 辽宁朝阳 咸亨四年（673 年） 巩义窑四系罐 1

22 房陵大长公主墓 [25] 陕西富平 咸亨四年（673 年） 碗 1

23 赵德明墓 [26] 河南荥阳 咸亨四年（673 年） 巩义窑罐 1

24 李凤夫妇墓 [27] 陕西富平 上元二年（675 年） 巩义窑罐 2、凤首壶 2、双龙柄壶 2

25 阿史那忠墓 [28] 陕西礼泉 上元二年（675 年） 巩义窑罐 1

26 唐恭陵哀皇后墓 [29] 河南偃师 上元三年（676 年） 巩义窑瓶 1、高足盘 1

27 昭陵陪葬西宫二品墓 [30] 陕西礼泉 永淳元年（682 年） 罐 1

28 李徽墓 [31] 湖北郧县 嗣圣元年（684 年） 巩义窑辟雍砚 1

29 屈突季札墓 [32] 河南孟津 天授二年（691 年） 巩义窑罐 1

30 郭行墓 [33] 河北鸡泽 如意元年（692 年） 邢窑化妆白瓷钵 1

31 宋思真墓 [34] 河南偃师 证圣元年（695 年） 巩义窑罐 2

32 康文通墓 [35] 陕西西安 神功元年（697 年） 器盖 1、高足盘 1

33 盛才墓 [36] 河南偃师 圣历元年（698 年） 巩义窑龙柄壶 1

34 独孤思贞墓 [37] 陕西西安 神功二年（698 年） 巩义窑碗 1、四系罐 1

35 弘化公主墓 [38] 甘肃武威 圣历二年（699 年） 壶 1

36 董务忠夫妇墓 [39] 陕西临潼 圣历三年（700 年） 钵 1、器盖 2

37 张思忠夫妇墓 [40] 河南偃师 长安三年（703 年） 巩义窑龙柄壶 2、罐 3

38 永泰公主墓 [41] 陕西乾县 神龙二年（706 年） 碗 1

39 李文寂墓 [42] 河南郑州 景龙二年（708 年） 巩义窑罐 1

40 安菩夫妇墓 [43] 河南洛阳 景龙三年（709 年） 巩义窑唾壶 1、净瓶 1、瓶 1、罐 4

41 独孤思敬夫妇墓 [44] 陕西西安 景龙三年（709 年） 瓷贝 3

42 前营村唐墓 M2[45] 河北沧县 邢窑化妆白瓷蒜头瓶 1

43 二纸厂唐墓 M1[46] 河南巩义 巩义窑罐 3、子母盘 1 套（1 盘 8 杯）

44 铝厂唐墓 M3[47] 河南巩义 巩义窑四系罐 1

45 芝田唐墓 88HGZM112[48] 河南巩义 巩义窑罐 1、钵 1

46 芝田唐墓 88HGZM13[49] 河南巩义 巩义窑碗 1、钵 1

47 芝田唐墓 88HGZM42[50] 河南巩义 巩义窑碗 1

48 芝田唐墓 88HGZM43[51] 河南巩义 巩义窑杯 7（子母盘之杯）

49 芝田唐墓 88HGZM66[52] 河南巩义 巩义窑子母盘 1 套（1 盘 7 杯）

50 芝田唐墓 88HGZM71[53] 河南巩义 巩义窑罐 1、盘 1（子母盘之母盘）

表一  唐代早期墓葬出土白瓷统计表（资料截止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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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芝田唐墓 88HGZM89[54] 河南巩义 巩义窑罐 1、子母盘 1 套（1 盘 5 杯）

52 芝田唐墓 92HGNM35[55] 河南巩义 巩义窑罐 1、碗 1

53 芝田唐墓 92HGNM36[56] 河南巩义
巩义窑碗 1、杯 1、唾壶 1、钵 1、子母盘 1 套（1

盘 7 杯）
54 北窑湾唐墓 M6[57] 河南巩义 巩义窑杯 2、唾壶 1、罐 4、器盖 7

55 铝厂唐墓 95HGLM2[58] 河南巩义 巩义窑罐 2、盘 2、子母盘 1（1 盘 5 杯）

56 关林镇唐墓 M1267[59] 河南洛阳 巩义窑罐 2

57 关林镇唐墓 M1290[60] 河南洛阳 巩义窑罐 2

58 关林 C7M1305[61] 河南洛阳
巩义窑双龙柄壶 1、罐 2、子母盘 1 套（盘 1、

杯 6、罐 1、带盖钵 1、瓶 1）
59 红山唐墓 HM1939[62] 河南洛阳 巩义窑碗 1

60 涧西区唐墓 EM723[63] 河南洛阳 巩义窑杯 1

61 送庄唐墓 C10M821[64] 河南孟津 巩义窑盖碗 1

62 大杨树村唐墓 M71[65] 河南孟津
巩义窑双龙柄壶 1、罐 3、杯 3（子母盘之杯、

其中 1 件带盖）
63 新乡唐墓 XBM3[66] 河南新乡 邢窑化妆白瓷瓶 1

64 罗新庄唐墓 [67] 河南郑州 巩义窑瓶 1

65 纺织厂唐墓 M4[68] 辽宁朝阳 巩义窑瓶 1

66 文明路唐墓 M1[69] 辽宁朝阳 巩义窑瓶 1

67 西南郊唐墓 M7[70] 山西大同 碗 2

68 金胜村唐墓 M5[71] 山西太原 钵 1

69 白鹿原 M47[72] 陕西西安 巩义窑唾壶 1

70 纺织医院工地唐墓 [73] 陕西西安 巩义窑双龙柄壶 1

71 洪庆乡墓葬 [74] 陕西西安 巩义窑壶 1

72 南里王村唐墓 M227[75] 陕西西安 巩义窑四系罐 1

73 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 M64[76] 陕西西安 巩义窑扁壶 1

74 陕师大新校区工地 M45[77] 陕西西安 巩义窑辟雍砚 1

75 西安郊区隋唐墓 M107[78] 陕西西安 钵 1

76 西安郊区隋唐墓 M576[79] 陕西西安 四系罐 1、瓶 1、钵 1

77 西安郊区隋唐墓 M591[80] 陕西西安 唾壶 1

78 马腾空唐墓 M27[81] 陕西西安 巩义窑唾壶 1

79 紫薇田园都市 M484[82] 陕西西安 巩义窑带盖钵 1

续表

注：纪年墓葬资料，出土于合葬墓中的产品，除特殊情况将予以说明外，均依据墓志材料以后下葬者的下葬时间为准，迁葬墓则

以迁葬时间为准。 表中出土白瓷中化妆白瓷单独注明，未作说明者均指未施加化妆土的细白瓷。

已刊布的唐代早期墓葬中，辽宁朝阳唐永

徽三年（654 年）杨和墓中出土白瓷碗 2、白瓷

盘 1 件 [83]。该墓发掘时已遭严重破坏，无法判

断是否曾遭盗掘，仅从这 3 件白瓷产品造型

和胎釉特征来看，当是五代定窑的产品，并

不是墓葬埋藏时埋入的。陕西户县唐永隆二

年（681 年 ） 冯 孝 约 夫 妇 墓 出 土 白 釉 绿 彩 盒

盖 1 件 [84]，是非常典型的晚唐时期黄堡窑产

品， 墓 葬 发 掘 时 过 洞 及 墓 室 顶 部 均 已 坍 塌，

该件器物应为墓室坍塌时扰入的晚期产品。

陕 西 西 安 武 周 万 岁 登 封 元 年（696 年 ） 温 思

暕墓前室出土白瓷碗 2 件 [85]，其中 1 件复原

者为唇口玉璧足碗，据造型及描述属于晚唐

至五代时期邢窑或定窑的产品。该墓多次被

盗，2 件 碗 表 明 墓 葬 可 能 在 晚 唐 时 期 即 遭 盗

掘。以上出土实例未列入表中。

上表非纪年墓葬中，有几座墓葬缺乏详细

的墓葬信息报告，仅见器物，需略作说明。陕

西西安紫薇田园都市 M484 出土白瓷带盖钵（图

一，1）[86] 与史道洛墓（658 年）出土带盖钵（图

一，2）[87] 的造型与胎釉相似。陕西西安纺织医院

工地唐墓出土白瓷双龙柄壶（图一，3）[88] 与李凤

夫妇墓（675 年）出土者（图一，4）[89] 造型基

本相同。陕西西安洪庆乡墓葬出土罐形带流壶

（图一，5）[90] 与甘肃武威武周圣历二年（699 年）

弘化公主墓出土白瓷壶（图一，6）[91] 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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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胎釉更显精工。上述几件均可判定为唐代

早期白瓷出土实例。

二、白瓷产地

隋代白瓷生产最为兴盛的三处窑场中，相

州窑在进入唐代以后走向衰落。邢窑窑业发展

出现两方面变化 ：一是产品结构方面，黄釉瓷

和黑瓷数量较多，青瓷与白瓷的比例有所下降，

白瓷以化妆粗白瓷为主，隋代时已经出现的工

艺水平极高的精细透影白瓷此时不再出现，细

白瓷数量亦极少 ；二是胎釉特征方面，窑址出

土的标本均胎质较粗，胎色多深灰，与胎体中

铁成分的增加有关，釉下多内外半施化妆土，

因为胎色较深的缘故，同一件器物上施加化妆

土的部分和不施化妆土的部分釉色有较为明显

的差别 [92]。这表明在唐代早期邢窑进入了窑业

收缩和技术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与隋代白

瓷在关东的河北地区密集分布的状况不同 [93]，

河北道南部区域唐代早期少有白瓷出土，仅河

北鸡泽郭行墓出土白瓷钵（图二，1）[94]，河北沧

县前营村唐墓 M2 出土白瓷蒜头瓶（图二，2）[95]，

河南新乡唐墓 XBM3 出土白瓷盘口瓶（图二，3）[96]

等少数几处距离邢窑窑址较近的例子。与邢窑

产品本身的特征有关，唐代早期出土可以确定

为邢窑产品的，多为胎质较为粗劣的化妆白瓷。

与此相对，巩义窑的白瓷生产则呈现出愈

加繁荣的面貌。唐代早期巩义窑白瓷产品的特

点表现为 ：胎质较细腻坚致，白胎为主，少量

泛浅灰色 ；白釉均匀、较光亮，垂釉、积釉现

象极少，器物流行施半釉或施釉近足 ；器物不

尚施化妆土，故而唐代早期的巩义窑白瓷多泛

青或泛灰青色。同时唐代早期是巩义窑白瓷器

物种类和器形最为丰富的时期。值得指出的是，

与以往的认识不同，唐代早期巩义窑的白瓷产

品延续了隋代业已建立的生产传统，绝大多数

均不施化妆土 [97]。极少量白瓷器物施用化妆土

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弥补胎质较粗的缺陷，减少

胎体对于釉水的吸收，使器物的表面更加光滑，

釉面更加均匀、光亮，同时增加釉层的附着程度，

降低釉面剥落等缺陷的残次品比例。

总体来说，唐代早期两处主要的白瓷窑场

中，巩义窑白瓷的胎釉质量相较邢窑要高出许

多。同时，与窑业发展状况相关，除河北地区

的少数实例，唐代早期白瓷的流通范围事实上

即是巩义窑产品的市场范围。

三、流通范围

纪年墓葬中年代最早为乞扶惠夫妇墓（627

年），多数纪年墓葬集中于太宗贞观后期以后，

高宗至武周时期数量最多。唐代早期出土白瓷

数量较隋代增加，分布范围也有所扩大 ：东、

北至河北道营州（今辽宁朝阳）；西通关内道原

州（今宁夏固原），至陇右道凉州（今甘肃武威）；

南至山南东道均州（原湖北郧县，今湖北十堰

图一  唐代早期出土白瓷

1、2.带盖钵（紫薇田园都市 M484、史道洛墓出土）  3、4. 双龙柄壶（纺织医院工地唐墓、李凤夫妇墓出土）

5、6. 带流壶（洪庆乡唐墓、弘化公主墓出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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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唐代早期河北道南部出土邢窑白瓷

1. 钵（郭行墓 BM4:3）  2. 蒜头瓶（前营村唐墓 M2:9）  3. 盘口瓶（新乡唐墓 XBM3:1）

1 2 3

图三  唐代早期出土白瓷分布图

400km0

郧阳区），到达长江支流汉水流域，但仍未越过

秦岭－淮河一线（图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两处特殊的分布位置。

湖北郧县出土白瓷仅李徽墓一例。李徽为太宗

次子魏王李泰之次子，墓葬在郧县马檀山李泰

家族墓地内 [98]。李泰在夺嫡之争失败后被贬至

均州郧乡县，家族也受到牵连，最终客死异乡

死而不赦 [99]。故其在唐代早期出土白瓷分布的

极南位置属于较为特殊的情况，与当时的政治

斗争背景有关。李徽携入之物为一件白瓷辟雍

砚，为日用的文房用具，也并不涉及死后买办。

白瓷分布极西位置的甘肃武威弘化公主墓出土

白瓷壶，《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6》载为 1956 年

出土，似有误。该墓清末被盗后封好，民国时

期再次被掘开后取出墓志和瓷壶等文物，墓志

存于文庙，瓷壶由当地人保存，后捐献给甘肃

市尤其在高宗、武周以后，市场的繁荣和工商业

的发展超过了隋代 [102]。都城也继续以全国性中

心的地位在唐代早期白瓷的流通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长安水运条件不利，

水运通常只作为陆运不足的补充 [103]。故而白瓷

从产地巩义经洛阳中转而入长安后，再向西流

入原州等地时应主要依靠的是路上交通。

以今洛阳为中心的东都地区。自隋炀帝兴

建洛阳城，并于大业二年（606 年）迁都东京，

洛阳在全国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隋末唐初遭

受战乱毁坏 [104]，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废

东都，降为洛州总管府；太宗贞观六年（630 年）

改洛阳宫 [105]。至高宗显庆二年（660 年）复为

东都 [106]，武周天授二年（691 年）又迁入大量

的人口 [107]。随着高宗、武则天的积极发展，洛

阳逐步成为王朝的统治中心所在，洛阳的工商

省博物馆收藏。弘化公

主墓出土执壶可能为弘

化公主远嫁吐谷浑时携

入凉州又于死后埋葬之

物 [100]。

唐代早期出土白瓷

最密集的区域有两个 ：

以今西安为中心的

京畿地区。隋至唐代前

期，仅有官府垄断的盐、

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日

用品和奢侈品才会经长

途运输形成全国性的市

场 [101]。白瓷产品此时延

续隋代的状况，依然作

为奢侈品远距离运输至

长安城及京畿地区。唐

代早期与工商业密切相

关的东、西两市，即隋

之都会市与利人市规模

未有大的变化，但得益

于开渠潴池解决了运输

和市场用水的问题，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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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进一步发展并迅速地繁荣起来 [108]。紧靠东

都洛阳的巩义窑在唐代早期发展兴盛，依靠洛

阳强大的商品中转和市场辐射力，此时产品消

费市场扩大，占据了白瓷产品的几乎全部市场，

和巩义窑窑业的兴盛在这个过程中互为因果、

相互促进。

白瓷产品在两都市场被直接消费。集中于

长安、洛阳地区的巩义窑白瓷，除了具有商品

流通性质的产品外，还有一部分应当是贡御进

入宫廷或中央官府的。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在隋唐洛阳城东

城官署遗址区发现了一座唐代早期的瓷器埋藏

坑，出土可复原陶瓷器 100 余件，瓷器残片三、

四千片，以白瓷器为主，器类包括碗、高足盘、

高足杯、扁壶、熏炉、烛台、梅瓶等，推测可

能为专供宫廷使用的瓷器 [109]。此外，一部分直

接通过洛阳流通各处，主要依靠洛阳发达的水

路交通网络，包括内河航运、运河及路上交通

干道 [110] ；另一部分则从洛阳中转进入长安，再

以长安为中心销往其他区域。两京以外白瓷出

土范围有限，数量也少，仅有两个地区出土白

瓷数量略多 ：

1. 以今固原为中心的原州地区。原州延续

隋代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杂糅，且在唐初由

于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中下级官员也能在

城郊营建较大规模的墓葬 [111]。固原地区出土

白瓷的史索岩夫妇墓、史道洛墓同属史氏墓

地不同的两支世系，均为迁居原州的粟特人

后裔 [112]。史索岩隋时官至正四品“平凉郡都

尉”，唐武德四年封正四品下“骠骑将军”[113]，

史道洛父史射勿隋时官至正四品下“骠骑将

军”[114]，史道洛入唐荫封正七品上“左亲卫”[115]，

官品不高但均有消费此时尚属奢侈品的白瓷器

的财力。

2. 以今朝阳为中心的营州地区。营州是连接

东北地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陆路枢纽和交

通咽喉，是唐代经营东北的重镇和统治东北各族

的中心，亦是多民族交汇地之所在 [116]。唐代早

期朝阳地区出土白瓷的纪年墓墓主中，孙则可能

为契丹别部酋长贪没折，左才有从军背景，参加

过征辽东之役，为中原迁入营州的移民 [117]。这

些人财力雄厚，死后均施行厚葬。如孙则墓出土

一批产自洛阳地区的黄釉俑，同样的俑类见于朝

阳地区几座富有的退伍军官墓葬中，与洛阳地区

唐代早期墓葬所出者相同，这说明当时存在着以

富裕阶层为主要消费群体的远距离明器贸易 [118]。

这些明器应当是墓主死后采办的，墓中所出白

瓷器，亦有可能伴随俑类明器的采办一同为墓

主人所有并埋入地下。

四、代表性器类

唐代早期出土白瓷器类包括罐、杯、碗盏

类、盘类、瓶、钵等十四种（图四）。

罐类成为此时出土数量最多的白瓷产品。最

常见的罐有两种，一种为四系罐，隋大业以后即

见于墓葬随葬品中，如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608

年）李静训墓 [119]、苏统师墓 [120]、大业六年（610

年）李椿夫妇墓 [121] 所出者。李静训墓、苏统师

墓所出白瓷四系罐造型基本相同，为直口，溜肩，

鼓腹，饼形足较高、外撇，肩部置四双泥条形系，

器身整体较矮胖，颈、肩部的过渡较缓，腹身上

下有两道凸弦纹。李椿墓所出者则器身较高，饼

足较矮，四系弧度较小，颈、肩部特征同于前两

墓所出者。唐代早期后四系罐与李椿墓所出者承

继关系明显，不同点是领部变高，颈、肩折痕明显，

如孙则墓、张士贵墓、柳凯夫妇墓、史索岩夫妇

墓（图五，1）[122]、段伯阳墓、独孤思贞墓等出

土者。从孙则墓、柳凯墓出土实例可知这类四

系罐原配盖。另一种较见的白瓷罐常见于洛阳

及周边的巩义、偃师地区唐代早期墓葬，特征

是圆唇，口外侈，高领，溜肩，鼓腹，最大腹

径偏上，平底或平底上凹，器身瘦高，多配盖。

如宗光墓、贾敦赜夫妇墓、赵德明墓、宋思真

墓（图五，2）[123]、张思忠夫妇墓等出土者。

安菩夫妇墓两种类型的罐同出。盘口双龙柄壶

在唐代早期墓葬中随葬的例子也较多，成为唐

代早期具有标识性的一类随葬白瓷器物。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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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最早两例为张文俱墓（670 年）出土 2

件，陈晖墓（670 年）出土 1 件。张文俱墓出

土的两件报告定为青釉，从彩色图版看属于巩

义窑唐代早期较为典型的泛青色的白瓷产品。

此外还见于李凤夫妇墓（图一，4）、盛才墓、

张思忠墓。非纪年墓葬中还见于河南洛阳关林

C7M1305、陕西西安纺织医院工地唐墓（图一，

3）等。从出土白瓷双龙柄壶的时代来看，主要

集中于高宗后期至武周时期，到盛唐时期已少

见。王光尧认为白瓷、青瓷、三彩在内的盘口

双龙柄壶均烧造于洛阳地区，并将其烧造和使

用年代界定在高宗、武周和中宗时期 [124]。笔者

认同其对窑场的推断，但年代的下限可能要更

晚一些。龟井明德推定龙耳瓶的下限可至 8 世

纪前半的开元时期 [125]，似更为准确。笔者亦认

同两位均认为龙柄壶是专为随葬所用的共识。

而从出土墓葬的分布来看，这类产品主要流行

于两京地区。

釉色混杂装配。这类器物组合为巩义窑产品，

不见于唐代早期洛阳地区以外的墓葬，盛唐以

后即基本消失不见，很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

但盘内盛多杯的传统，早在北朝后期至隋代安

阳地区已见，如河南安阳隋仁寿三年（603 年）

墓葬 M106 中出土一套子母盘，组合为一顶面

近平的青瓷隐圈足盘，上承 6 只青瓷直口深腹

饼足碗 ；另一例为 1 件青瓷喇叭形高足盘上承

5 ～ 8 只青瓷杯或碗，如安阳隋墓 M201[127]。再

早的例子还有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四年（573 年）

贾宝墓出土青黄釉陶高足盘内承 8 件大小不等

的碗 [128]。河北赞皇东魏武定二年（544 年）李

希宗夫妇墓亦出土一组，为一件铜盘内置 5 只

青瓷碗，1 件鎏金铜鐎斗，1 件鎏金铜瓶，1 件

錾花银高足碗 [129]。盘内承多件杯本属于宴饮所

用日用器具，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 年）

徐显秀墓北壁墓主人夫妇宴饮图中男女主人身

侧各有一侍女手捧大盘内装 5 个漆杯 [130]。但作

图四  唐代早期出土白瓷器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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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唐代早期出土白瓷代表性器类

1. 四系罐（史索岩夫妇墓出土）  2. 侈口罐（宋思真墓 M1041:2）  3. 子母盘（关林 C7M1305:7）

1 2 3

唐代早期墓葬出土另一类较为

典型的产品为多子盘。其基本的组

合为一件平底、饼足或圈足的盘子，

内承数量不等的杯、瓶、钵等小件

器物，以杯多见。如关林 C7M1305

出土者，组合为 1 件白瓷饼足盘，

内承 6 件白瓷小杯，1 件白瓷盖罐，

1 件白瓷长颈瓶（图五，3）[126]。这

类产品的釉色品种不局限于白瓷，

还多见三彩、黑釉等，且常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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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合随葬墓中，则可能包含设奠的含义 [131]。

这种一盘多杯的器物可能经由北齐至隋代邺城、

安阳地区影响到唐代早期洛阳地区的白瓷生产

及随葬器用。

五、结语

随着白瓷在隋代的创烧及初步的发展，至

唐代早期进入更为繁荣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

在器类的增长和产品数量的增加。出土白瓷器

类中，罐类、双龙柄壶、子母盘具有代表性，

其中仅见于唐代早期洛阳地区的子母盘更是体

现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从流通范围来看，

相较隋代白瓷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但依然集

中于都城及附近区域，体现了都城的消费水平

和对于白瓷产品强大的集散能力，同时也表明

唐代早期白瓷依然有限的流通水平和尚属奢侈

品的属性。其中东都洛阳发达的交通与市场对

占据地缘优势的巩义窑的繁荣产生了关键性的

作用。以往多认为此时邢窑白瓷产品风行，事

实上，巩义窑的更加繁荣和邢窑的窑业收缩与

技术调整所奠定的唐代早期白瓷窑业生产格局，

致使邢窑的产品仅发现于河北道区域内，产品

质量较差，出土数量很少，白瓷产品的市场几

乎全为巩义窑所占据。作为商品流通以外，开

元以后明确载于文献中入土贡列的巩义窑白瓷

产品此时可能已作为贡御产品进入宫廷。都城

及邻近地区以外，营州及原州出土白瓷体现了

经略要地军官等富裕阶层对白瓷产品突出的消

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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