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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唐 紂獺都域地 这 雲 亚 ４ 产 暗讼
＊

３沈丽华 （ 中 国社会科学麟古研究所 ）

摘 要 ：
窑 业 生 产 是都城 考 古 和 手 工 业 考 古 的 重要组成部 分

，

历 年 来在 汉唐 时 期 主要都 城遗 址 的 考 古发掘

中 积 累 了 不 少 相 关 材料 。 本 文 试 以 通 览 的 方 式 对 以 窑 炉 为 主 的 遗 迹进行考 古 学 分析 ，
尝 试 勾 勒 出 这 一 时 期

窑 业 生 产 的 发展轨迹及 与 都城规 划 建设之 间 的 关 系 。 研 究 显 示
：
汉 唐 时 期 都城地 区 的 窑 址 以 陶 窑 为 主

，
主要

包括 陶俑 窑 、 砖 瓦 窑 、 冶 铸 用 烘 范 窑 三 大 类 。 窑 炉 以 半 地 穴 式 为 主
，
少 见 土 洞 式

，
平 面 形 制 从 长 方 形 、 长 椭 圆

形 等 多 种 形 状 向 马 蹄 形 靠拢 。 窑 炉 多 集 中 分布 、 规 整 有序 ，
具 有

“

官 窑
”

性 质 。 窑 场 在都城 中 位 置 分布 与 城 市

规 划 建设 关 系 密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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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业是 制 产品 的 行业总綠 ， 属于無齋范

鶴
—

聽 旨陶瓷＿纖产业 ， 熊ｆｔ整曾对东亚地区ａ

业技术 ：遠駕与交激史进行过 系统研究气 从考古学科

分类而 言 ， 窑业生 产属于手工业考古 的 重要组成郁

分＆ 近年来 ， 以 白５蠢为Ｒ表 ， 倡导＿手工业遗存的

考古学研究 ， 提出
“

手工业考古
”

的 二级学科槪念气 在

此基础上 ， 他又进
一

Ｐ提 出 掘市手 工业考 古
”

的 命

顯气 中患較突 出 的如对汉长安城手工业生产 的 研

究
？

。 城市手工业在手工业生 产方面被认为哥
ｓ

高新

技术 产业和＿手工业＿集聚地 … … 是 当 时手 工业

发 展水平 的 代 表和缩影
” ？

。 古代奪＿ 为
一

令时期

的政治 、经济 、 文化中 心 ， 冷翁应 制度建设 、社会生活

＿市运讀而形翁葡手工业无疑代表了 当 时尊嫌高

水平 。

在汉唐时期主要都 ．＿Ａ中 ， 考古发现 的遗迹种

＿＃蠢 ． 耸 中 与■击丰 功摘 Ｙ Ｋｉ虐处庫 产ａ

蠢実 出
ｑ
自 上世纪 中叶以来 ， 西汉长安坡 ，鲁德至北

齐＃地 、 隋唐长安ｆｔ ｉ瞻唐落 阳城等邊扯ｆｃ续积 累 了

不 少 与宮救生 产相 关 古 发现 。 本文拭 鐘览 的

方式对汉唐时艇都域 ：
地Ｅ Ｓｆ赢与 窑业生 产稻关遼迹

和遗物进行总结 ，
尝试从考古学 角 度剖析窑业生 产

的 发 展轨迹？与都城规划屢徽之间 的关 系 。

＿

、发现概况

１ ． 汉长安鱗遗址

Ｒ长安域ｇ业績存 的发现驗于 １ ＆５ ６ 年 ，
：敎伟超

在汉长安城西北部 、 相家巷以西 的 六村養村 南麦

中 调查发现大量残陶爆４ 推测该地 为 西汊肘期烧造

Ｐ賴 的 作坊遗址
’ ’

１ 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古研究着緣立汉长＿工作队 ， 开靖对汉长安城遗

址邊行全面考 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 在全面了长

本文为 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

学者资助计划
”

２０２０ 年青年学者资助项 目
（
项 目 编号

：

ＸＱ２ ０２０００ ４
）
阶段性研 究成果 。

—

１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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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汉长安城窑址分布图

图二 汉魏洛阳城窑址分布 图

—

１２８
—



２〇２２ ． 〇４ 秃 烹 冬 费

安城遗址主要城市布局 ， 并重 ｊｇ对 南郊礼制建氧 ，武

库雇 ；扯和未央宫繼｜｜？行大＿发挪 后 ， 汉长

工作队 自 ２０ 世纪 舶 年代 后 半开始了手工业作坊遗

耻 ＿考
＇

古 发掘工伴 ， 集 中 ：
１？７ 年 ， 在汉长安城西北

六持ｉｉ东 彳 卩清理厲现
一

幽咖審Ｃ
ｙ ｉ

 ）

？
。 １效〇 年 ， 对

汉长安蜮西北进行铲探时 ， ， 在六村無＾相家巷附近发

现大面积制陶 、 冶铸和造 币 手工爐遗址 于是在相家

巷村南重点发掘了
一

批窑址 ， 共计 ２ １ 座 （
ｔ ：２￣Ｙ２約

？
。

Ｗ９ ｌ 年 ， 在六特集东 ＿和相家巷西＿又邊痛■窑 ５ １

ｔＹ２３？Ｙ２ ７
 ）

？
。 １ ９９Ｓ年 ， 在相家＿１＃＿挺掘冶＿键址 ，

发现烘范窑 （Ｓ 座
（
Ｙ２３￣Ｙ３０ｈＪ＿１ 座 、 ：瘳斜堆 坑

５ 座 ， 出土大ｆｔｆｔ ｆｉｆｃ＃？
。 １９？５ 年 ， 在北宫 南 ｇ隱现

馮 余座陶窑 ， 发掘 １ １ 座 （ Ｙ３ １

￣Ｙ４ ｌｐ 。 １Ｗ６ 年 ， 在相

家巷＃南再度隻现
一

处冶铸逢ｆｔ ， 包括供＿ ：窑 １ 座

＜Ｙ４２ ） 庚料堆积坑 ｜ 个｜ １慨 丨 年 已发掘 ） 。
１ ９９Ｓ年 ， 在

六村資东 、相議襲靡篇靈理发现曝當 ６ 劇｛
Ｙ４３

＂￣Ｙ４８
）

（ 图
一

） 。

据 徐 龙 国 统计 ，

“

在汉长安城
，商：发＿了

５０ 座 窑

挑 ＊
其 中 ３７ 座 位于汉长安峨西北 角 的

‘

西市
｜

属萁附

近 。 根据窑址 内 的邀存判冒《
：３３ 座 为療 制陶 俑 的 窑

（
Ｙ １

￣Ｙ２７
、
Ｙ４３ 

￣Ｙ４８
 〗 ｆ 

４
虜 为暑 铁 窑 （

ｆ２８

￣Ｙ３０ ，

Ｙ４２ ］ ｐ

… …从；＊ ：親＿敏麗、纖ｔ铸镑邋存判断 ， 蘧

Ｅ域应是官方设立 的手工业 园 。 北宫 南 外还 发

现 了Ｍ 麥座 砖 瓦 Ｓ ， 发戀了其 中 的 １ １ 座 （
Ｙ３１

̄

Ｙ４ ｉ
：） 。 此外 ， 在權馨小学農賴 座砖瓦窑 （

丫将̄

Ｙ５ Ｃ〇

”

。 另据勘＿现 ， 汉长安鑛ｆｔ许多地方还存在

一

些窑址 ， 尤其是东北部 擊餘集 中气

３ ．親囊洛阳 遗址

叙 ：＿ 
Ｈ辕历 为 东 周 、 东紋

、嘗＿ ，
西晋和北魏

五朝 国 審Ｉ
，
！！后断续达五百余年 。 鉴于 丨歲 在 中 国

古代 ：都墟史上 的 重要学术通位 ， 考古工 ｆ ｆ

Ｓｆｆｔ从 ３０

ｆｔ纪 ５ 「Ｊ年代就开始开 展大规模 的 田野考古 工作
，
取

得了香焉丰硕 的学术成果 。 不过蠢至 目 前 为止 ，
已 洚

布 的 蠡 关 窑 １ 生 产 的 考 古 浚现并 不 多 ， 主 要 是 ：

１ ９８８
＊￣

ｌ Ｗ８ｆ年 ， 在汉纖察阳城东 ＿部发观东 烧煤瓦

窑 。 豫＿址＿位于洛Ｊ
！日城东 南约 ２ ． ２ 千米处 的西罗鞋

村
一

带 ， 窑场？ 围銳大 ， 东 西约 １ ． ５
、爾北＿ ：２ 千米 ，

窑址太篸歎属于东汉时期 ， 也 有 少意｜ｆｃ魏时期 ， 发＿

３ 座
１＆
＃？５ ３６０６ 年 ， 配合基本建设在 洛阳城内

东部和西部 ， 分别 发现
一

錄东汉 ：时期 的 大型＿遶
＇

址和＿Ｓｆ期 的砖萬窑遗址
？

（ 图 二 ） 。

３ ．＿至北齐辱 ：＿＿

．

■

■％ －

＇

＇

＇

４，
： ：… ．

Ｊ瘦懸 ．

▲ 筘址 １千米
 Ｉ

图 三 东魏北齐邺城窑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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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９
—



邺城ａｔ位于钶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 南 ， 是曹痛

至北齐六朝敢都《
１％３ 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与河＃賓变＿看究所 公６Ｗ 年更名 为河北 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麻■＿ 古队 ， 开始在郷鵲靡址

義＿进行考古工作 邺域地区 陶瓷窑址 中发现

始于 １ ９ ．９４ 年 ， 当 时邮＃考古队 为配合京深高速 公路

在 习 文 乡 义蛾村西 、 马 辛庄村西
１

檢堂村西等

处陆续发＿ １ 座陶窑遗＃
， 出 土大量陶 质和釉陶 质

籲皿 、 Ａ雛筑 瓦 、 筒瓦 、 砖等 ？
。 在迦速

收尾工作 中 ， 又在芝材
一＃发现一批陶窑址？

。 ２０ １ ｇ

至 ２０？ 年 ， 为ｆｆｉ＃京港臟高速 公遞建设 ， 在１＿西

＿舊 ９４ 年 １纖 的 鑫通眞 ｉｆ＆现審｜￡ 
４ 座 。 ２０ ： １ ４ 至

？ Ｉ ５ 年 ， 在曹村最漳河河滩 内发 址
：
３ 座 ， 出 土大

量釉陶器勒残 片及窑具 ， 还 发親少量瓦坯 Ｊｆ瘼集明

器残 片 ？
（ 图 三 ） 。 ］ｌ＃ ｌｖ３〇０５ 年 为配 含霞永北 设

工程意＿县？簡墓群Ｍ６３ 时 ， 在墓葬封土下发现

纖＿砖瓦 的 陶 座 ，
：
舞＿在聋＿区 西 南 的 窗营村

东地也发现了 分布密集 ＿ 窑址群 ， 共计 １ Ｕ 座 ， 均 为

權＊赢 、排水管道＿筑构件的＿霉
？

（ 图 四 ） 。

４ ． 六朝建 址

六襲建康域麗址位于今江苏省 南京市 ，＿蠢古

工作开１ 不 多 ， 见诸报道 的 仅 １ 处 。 ２００２ 年 ， 为

配 合芜惠高速 窗京市＿馆在高淳先河

＿发现 ３ 座＿良儀坏＿为 严重 ， 从出 土花纹砖

推ＳＩ＃六朝早期砖窑
？

。

５ ．十六 国至北 周长安城違扯

汉贵安壤遗址 不 仅 是西汉和新莽时期＿域所

在 ， 十六 国至满 周 时期亦 多有利 用 。
２０６２
—Ｍ６３ 年 ，

汉长鸯域队在长＊宫西北部普探时发现多座陶 ？遗

址 ， 于是先 后莫輝了其 中 １ ５ 座 （
Ｙ １

￣Ｙ １ ５ ）

？
。 这些 窑

＊相距 不递，
时代相 同 ， 是

一

处规模 Ｉｆ大 ＿翁］掏遗Ｉｆｃ

（ 图 五 ） 。

戍編唐长安驗塗址

隋唐长鸾 模宏大 ， 但见诸报道 的 与Ｓ业生产

＾遗＿也＿有限 。 １
〔

） ５５ 年 ， 在东 南清理

２ 座
；

１＿与 ，
在外 西 卩 的普 宁霉爾见齡陶

窑Ｍ 座 ， 重点清理了其乘较完論的 ５ 座 Ｊｆｅｆｔ上部均

幢ｉｔ紙 下部叠压汉代大ｉｎ遗址 的东半部？
。 》￡ ！

審 ， 在青龙寺逾址 ４ 号殿址 后晓慶獻＿＿ ３ 座
＠

。 ： １ ；９８ ３

年 ， 在 南郊慈恩寺大康北道西 ＿ 、 大雁塔北 ．驗
＇

親陶窑

３３＾％ ， １９９８ １雙９ 年 ． 在醴泉访因大规權＾＾豫现大

曇＿ 俑 、
三彩和窑具等遗＿？ 随 后 Ｍ０１ 年籙輪救性

考古发掘发现＾ 
４ 座以及作坊 、

工 匠 居址等ｆｔ迹 ，

出 土包括三彩在 各类＿＿残 片万 余 片 以及部分



＿繼践块＿骨雞 角料》 。
１ ９９Ｓ １腺６ 年 ， 在麵宫

正殿含 緣 的 发掘 中 发现早 于含元纖
＇

的 砖 瓦 窑 ２ １

座 ， 发挪－Ｓ
 ：＿气 ３６０４ 年 ， 在平羅坊发现大鼂陶俩等糲

陶范 可 ＿攀》 Ｓ 座？
。 ２０１３ ２〇 １ ｉ 年 ， 在未

央区大 白杨村唐代太仓遗址东 清理陶窑 １ ６ 座？
。

—

２？ １ ２ 年 ， 在西郊 南窑头村 、 唐长讀＾￡平门西

＿＿ｆ
屈
一

处 陶窑址 ， 共计 ９ 座 ， 出 土遗猶琪＿
材料为主， 图 六Ｌ

ｔ隋唐洛阳域遗址

雇唐餐＿？痛窟址数量犧多 ， 石 自社？
、
王建华？

等曾先后有专题讨论 。 其中 ： １％？年 ， 在宫感＿天门西

北约 １３ＣＬ米ｉｊ废 座陶審气 在此讀后 ， 又在皇域右

敏门西北部 、近宣辉门进ｆｅ现 ７ 座陶＿
＿象掘 ５ 座？

；
在

＿ 阖门西 南发现 ５座ｆｔ窑 ， 沒ＪＳ Ｅｆｆｉ
？

；
在郭城东北 的

北墙外 、 瀘河东岸发现 Ｍ座 ，皇掘 １ 座
？

。 １妙 Ｌ＿
＾

？ 在

东城中 ＳＣ烫｜｜东位薇现 ３ 座 ｐ總
？

。 １ ９ ９２ 年 ， 在享麵

东北 、》河东岸的修义坊发掘 ６ 座陶窑＠
；
在郭域东北 、

霍ｐ
５
Ｊ西岸的履顺坊发现 ３ ９ 座圈露 ， 清理 ３３ 座？

。
２ ００３

年 ， 在郭＿东北 的进 德坊清理麗＿ 

！５ 座
？

。
２００４ 年

ｓ壽

教在郭＿东北 的履顺坊发现 Ｗ 座陶窑？
。 ２０ｉ ：２ 年 ， 在

宫 光门北约 ５ 千米的定鼎北路东西两 丨■． 史家沟 、

苗南和 村之间 ，歲興陶窑 Ｓ 组 ？ 座 ４

＾ＭＳ 年 ， 在

享 东北＿河西岸 ６｜＿３＿坊又发掘 ３３ 座腾窑 中

唐代 １ ９ 座
？

。 此外 ， 距离搭阳＿远 的 白马寺？
、 关林

＿＃亦有发现 （
图 七 ） 。

二
、窖炉形制 、 规模与主要产 品

从生 产 角 度而 言 ， 窑炉形■ 、 规模与 产 品 的 需求

息息相关 。 伴随生产技术 的发展 ， 汉＃时期鄭參地Ｈ

惠见窑炉形制存在一定 化 。

２０２２ ． ０４

汉长安城 ：遗址发现 的霉炉ｉｔ迹主饔有三种 ： （
ｉ

）

以鏡造藝葬用 陶 俑 为 主 昀陶Ｓ ， Ｕ ） 
ｕ烧造碑瓦尊建

筑栻 ＩＩ为主 的陶窑 ， （
３

） 冶痛用烘范窑 。

塵制腾 俑 的 窑址有 Ｙ１
￣Ｙ２７

， 可以：Ｙ３ ２ 为 代＿

（ 图八 ） 。 该类窑址均導学＿１＾式 ，

一

＿ 由＿｜＾坑
？

、火

门 、火Ｐ 、 ８室＿非烟设偷＾ 进烟 □
、烟道 、＿烟 口

） 等

部分组成 。 擎作坑平面略呈长＊形 ， 火门有截开

角形两＿ ， 火膽族部平面呈梯形 ， 底面与霉怍＿底面

■平 ， 略低于翁 。 表室平面近长方形 ， 鑫虛与

火猶達Ｍ 的 窑康斑８＊向 有
一

道＿火ｍ ？ 系？蠢

＿单磚顺砌 。 隔火墙每
一

层两砖之Ｍ均 留有宽绚 ５

厘米翁迸火孔 ， ＿
＇

銀上下层进火孔错位排列 。 窑床上

与 上遂＿火 ：＃垂直方 向 ， 又有
一

道砖砌分火道隔墙
，

将窑室分戚大小相 同 的两部僉 ， 砌法 同 前 。 排烟设趣

由进烟 口
、 烟道和排烟 口 组成 。 中變烟 口 设于窑室 后

壁底部居 中 位置 ， 形状有长方形 、猶形 、 三 角形 、
五 角

形和拱形等 ， 以长方形居夢 ｓ
主烟道位于窑室 后＿

外 ， 由地面 ＿下＿挖而成 ， 底 音款约平底或坡底 。 主烟

道上 口 为 全窑三 个烟道 的统
一

排烟 口
，

一

轂为 圆形

或雜 圆形 。 排烟 口 之上砌筑有烟 筒 。 左 、右迸烟 口 分

列 中 进烟 口 两 ＿ ， 举状主要 为长方形 、 幽形和梯形

等 ，菌＿ 后 部分别鐵挖直道 ， 在其顶寧再分别挖左 、

图八 Ｙ２２ 平 、剖面图

图 九 Ｙ３８ 平 、剖面图



卷 方 １ 物 ２０２２ ． ０４
Ｖ／ Ｅ Ｎ ／ ／ ｕ

右烟道 ， 与主烟道斜猶 。 从火朦出土木褒判断 ， 烧窑

懿斜为 木柴 。

以烧制鳄瓦等＿筑材料 为主 的陶窑有两种形制 。

一

类如 Ｙ３ ｉ
￣Ｙ４ ｉ

， 以 图 九
） ，
该类窑址亦为

李她穴式 ， 由擦作坑 、火 丨％太陰 、 窑室＿雜烟设施等

五部分组成 。 象＿ ：

；平面呈长方形
，火门立面绿长方

形 ， 火膛平面呈 不规则攀圆形 ，奠底面远低于操作坑

＿象底面 ， 翁璧平面呈椭圆形 ｆｔ烟设翁权 后壁 中

部进 １
￣

３＋烟道 。 另
一＿ｉ３ Ｙ４３

？Ｙ４ ５和 Ｙ４８ ，
．
以 ￥４ ５

为 例 （ 图
一 〇

＞ ， 赤 由操作 火门 、 火 ３１審室和烟道

五部分构癍
，
其平面形状ｆｃ结构与 前违＿ 制陶 俑 的

窑炉相近
，
但炎騰寒面呈參 圆形 ， 且底面远低于操作

坑底面 。

图
一 〇 Ｙ４５ 平 、剖面图

冶铸 用＿宿窑共 ４ 讓 ，編号 Ｙ２８￣Ｙ？ 和 Ｙ ４２
Ｍ

构均较 为 简单 主要包括操作坑 、 火门 、火Ｕ Ｔ窑室和

排烟设＿馨＃ ：嫌作坑 为 Ｙ２８
￣Ｙ３Ｕ 三座陶窑共 同 使 用 。

鼠 Ｙ３０ 为例 （ 图
一一

平面呈梯形 ， 底面 自 外而

内 呈倾斜状 ， 窑室平面 呈长方形 ， 后＿黎烟室 ， 烟室

呈长＿ ，拿窄 ， 烟室下部清扉烟 ０ ： 食 个 。

典外 ， 还有
一

秤 陶窑结构稱？ 简離 ， 如 Ｙ妬 和

Ｙ４７
（ 图

一

二
）

， 仅 育靠作坑 、火门 、 窑室和烟道 四 咅Ｐ

分 ， 没有独立 火膛 ， 烟道也 仅有 １ 个 。 该类窑址在汉

图
一

二 Ｙ４７ 平 、剖面图

长安＊＊翼现參少 ， 性质暂 不

东汉时期 陶窑 在沒＿狢 阳城暂 仅ｔ现
一

处 。 以

ｇ９
ｖ２Ｓ７ ． ＤＬＥ Ｔ２Ｙ ｌ 为 例 （ 图

一

三
） ， 该Ｂ炉为半地穴

式 ， 平面 由録作坑 、 ＿门 、 火■肩室及渗烟设施等部

分组成 。 撼作坑平面呈 不规则魏：ｆｅｔｔｌｊ形 ， 窑门ｆｔ形

顶 ， 中部设单砖＿拔 的 隔火墙 。 火麗平面呈半遍形 ，

底面与擔＿ ５＾平
，
低于窑床底面 。 窝處平面赶方

形 ，
四 隅■＆顶 ， 后墜後烟室 ， 平面呈长条形 ， 立面呈

横麗ＩＩ斗状 ， 高最Ｉ缩成
一

个窄细烟道连接烟 囱 。 据

窑室填土包含物可知该霧潘＿ ］瓦件 的陶餐 ， 且燃

图
一

三 洛 阳 东汉陶窑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２〇２２ ． 〇４ 秃 烹 冬 费

图
一

五 晚期 Ｙ １ １ 平 、剖面图

十六 国至北■ 时期＿：唐见于潔邊安 ：編长 乐宫遗

址及邮域附近 的 南营＿址＿遂县北朝蠤群 。 汉长安

域长 乐宫遗址所 Ｅ ｉｆｔ 窑除虜處形制 不明 外
７
余 １ ３ 座

均 由 操作 门 、火膛 、 窑室和排烟设＿五部分组

＿麵＿ 
Ｙ ５  （ 图

一

四 ）：蠻 面呈马蹄形 ， ｇ？上

部纖坏严重 ，馨室壁平面竖 直 、面积着大 ；
Ｙ１ １

 （：
图
一

五 邊土洞式 ；

《聲体平面呈喇風獻 ， ＿室繼￥面斜直 ，

操作坑底面与火膛持平 ， 略低于窑床底面 。 上逑两种

窑炉
＇

據ｉｆ烟谈掘燭 系 在窑室 后壁开设三 ｆｉ姻道 。 邺

域南营窑址均 为半地穴式 ， 窑炉平齊呈马蹄形 ， 火膛

寒ｗ各低于爾 摩穩 ５ 禽：＃ 后壁设三个烟道
｜
图
＿

六 ） 。 ＿出 ±和采＿
“

大麵 ：万 岁
”

瓦 当 、 ＿ ：＿瓦

当 、半爲面瓦件等大量＿瓦建＿件 ， 据此考翻断该

舎龜群应主要條＿論瓦＃論鍾＃３件
，
时代为 十六 国

图
一

六 邺城南营窑址

图
一

七 磁县北朝墓群 Ｍ ６３ 封土下陶窑

后 赵时期 。 在靡营 窑址 北＿奪 的蔭員 ：

：＾朝Ｂ群

Ｍ６４藏土 下亦 曾繁 ；现十 六 国 至 北＿时期 陶 窑两 座 ，

亦 为马蹄焉半地穴式窑 ， ｆ呆存＃考完整 。 顧作坑呈长

斜坡状 堂奉＿低于寫：床底面 ， 窑室 后壁＊三个

烟道 烟 口 呈方形 ， 出 土 筒瓦 、輕瓦 、莲花瓦 当 等建

筑Ｉ才料 （ 图


１ ） 〇

北驗 代明确 通養窑 有雜域曹村窑址和芝

衬窑址 。 曹＃窑址共计发现陶？３ 座
，
平面均呈马蹄

形 ， 由 窑 窩＿％姻道 等 四 部分组成４
其 中

Ｙ １ ｉｆｃ 
Ｙ２ ；％．＿ 图

一 八
）
Ｙ３为 

土 洞式ｆ 
图
一

九 ＵＹ ！ ＿ 
Ｙ２ 除规樣＿有差异外 ， 禱＿基本

一

致 。 Ｙ １

图
一九 曹村窑址 Ｙ３



和 Ｙ２ 共 用
一

长条形藤作坑 ， 窑 门 呈魏形 ｓ＿和顶

壁 用土坯垒砌 。 爽膛底面略憶于操作坑底面 ， 窑室 后

壁设 ｊ 个烟道 。
Ｙ３ 存在早＿两期 ， 整体结构与 Ｙ １

、

￥｜＿似 。 从出土遘物来看 ， 在该窑址 中 高温＿青

窘与 高 的 低温铅釉陶并存
； ＿胎体均 卷 品翁轻

高 的 高岭土 ， 出 土遗Ｓ中可孤大量粘有 低温铅袖逋

三叉形支钉和＿三叉形支具＿普具 ， 因 而这三座

會炉 的性质属瓷窑抑或釉 ｔ翁尚 卜 ， 在＿

ｉＬｔｅ 围还发痕響 砖瓦龜ｆｅ 、 彩绘陶 俑 慶＿＿纖

＿ 的残 片 ， 综 合来看 ， 该处应 为
一

处综 合性 的 手工业

＿区 。 芝村窑址陶宮ｆｔ平面形制包括马蹄形 Ｊ讓細

形 、 圆 形等 ， 窑 炉 周 围进 土大量红 釉 陶骞＿具

等表＿ ， 据此可判断这些窑炉座？烧 器和釉陶

为主 。

霉代两京地Ｅ 发现陶窑 ，
主要包括两

■ ４ １
） 以＿制砖瓦 等建＿材料？主 的＿ ，＿ 陶

窑数量 占 ｔｂ辑大 ，
特别是隋唐洛＿＿所见 几乎棄 为

寶瓦窑 ；
（
２ ） 以烧制三彩和陶 俑等墓葬明器 为 主 的 陶

窑 ，
主寒Ｈｆ长安地Ｅ 。 唐长安域街见砖瓦窑以 含元

擊 Ｙ３
（ 图 二 〇

） 为 例 ， 陶 窑 为 土洞式 ， 平面
一

般 呈马

蹿形 ， 由操维±冗 、 火瞠 、 Ｓ宋抑非烟设辑奪部分组成 。

＿寒１＃低于＿坑和ｇ＃尊１１ ， 排烟驟雜多包

含有专门 的烟良？室 后壁设五个方形排烟孔 。 變＃ Ｊ

三彩和陶俑等墓葬＿慕＿倉蠢＾ 已残破 Ｑ 體泉坊所

见 ４ 座ｆｔ鎏平感均呈马蹄形 ， 与砖瓦＿彭＿基本相

同 ， 但仅见窑床和火膛部分？
。 隋唐潘 阳域发现陶窑

数盞驗 多为砖瓦窑 ， 獻往研＿＊６鐵多 。 砖瓦窑

譬愈半地穴或马睛形窠
ｊ
大小 不等 ， 在结构上

一

般 由

儀 罃门 、火膛、繇室和排烟ｆｔ施等部分祖成

据烟室 的有 、
无可分为两大类 。 投有独立烟室 的

一

般

图二
一

隋唐洛阳城右掖门 Ｙ４ 平 、剖面图

在窑室 后壁掏挖三至五鲁丨 为烟道 ， 底部与 窑

床相连＆留方形烟孔 ， 孔以上部分用青砖砌封 后 用

麵抹平 （ 图 二
＿

） ｓ 带有独立烟室 的 在窑室 与烟室之

间设生土隔墙或猜雜揭墙 ， 隰墙底讓
一

般设有 ５１
、

排烟 ＩＵ 图 二二
）

：

。

综上 ， 窑炉结构和形制 自 西汉长＿至唐两京鸾

生了较大 的变化 。

一

方面以烧制陶 俑和模型明薄为

主 ６｜ｐｉ窑 目 前 于西汉时期 ， 唐长安虽 然也 发现

了与装制三彩和墓葬明器相 关 的 陶翁 ， 但形制 不 １
，

Ｋ从比錢 ａ 同＿ 冶像＿关 的 ｉ＃范Ｂ也 仅见于西汉

长聋織 尚 无法进行历 Ｉｔ性比较 。 另
一

方面 ， 繪瓦＃

总体发现数 ！＾多 ， 贯穿了整 令奴唐时期 。 西汉时期

纖翁瓦窑 多 呈长椭圆形 ｔ＿作坑底面和窑床大致相

当 ， 但火膛底面要远 低于操作坑和窑床 ， 窝室 后壁

卜３ 个烟道 ， 这
一

时期可见到与烧制陶 俑 的陶窑相近

似 的砖瓦霧 ， 但火膛呈半 圆形 。 从东汉时期开始 ，鑛

作坑底面开給与火 持平 ｆ 窑炉平面形状 向马蹄形

发 展 。 至十六 国 北朝时期 ， 马裤形窑炉成為 主流 ， 当

然 同 时期也可见到 圆形 、三 場ＩＳ等异形陶窑 ， 这类陶

窑 往 往规模較小 、结衡简单 。 隋唐时期 ， 陶窑形制基



本稳定 为规整 的马蹄形 ， 礙ｆ规胃太 ， 有烟室和无

烟室两种陶窑并ｇ ， 窑室 后壁
一

般设 ＾个烟道 ， 上述

轉变 反＿出儀＿ 不 同 产 品 喔陶窑之间 生产技术共融

的结果 。 烟室 的 目 前＿＿早见于秦代 ， 但也 仅

见于 个别 陶窑 ， 愈在陕西咸阳秦始皇陵 讀靡发现 ６｜

＿＿ Ｙ２ 、 ｇＯ 上 ＹＳ
？

。 ＿权至十六 国 时期 ， 烟室ｆｔ 不

流行 ， 排烟還 ：
：論以

一

舞 烟道为 主 。 直靂 唐代 ，

烟室在葡京地区 才重新流 象 ， 相对于＿ｆｔ的烟

＿而言 ， 唐代烟囊ＩＩ对１ 个參妒靈间 占 比更大 ， 不过

这
一

时期也仍Ｍ行多孔烟道 的排 ｉｆ；ｔｏＳ 。 ｉｆｆｔ
７
汉

唐时＿窑炉 以爭難穴馒头窑 为 主 ， 毛彌式 少见 ， 窑炉

形制与烧籠＃
＝

品关 系 密切 ， 但也有 少量陶窑 出现 不

同广品 现象 。

三
、 窖业分布与都城布局

（

一

）
窑址群 内 部 的窑炉 布局

窑址馨内部窑 炉 ＇

參聲可 以 反 ＿醫业生产管理和

协 同操作状况 。 汉长安城所见陶窑除个Ｍ＿ Ｌ分布

外 ， 余均可 ＪＳ賴謙分布规， 。 ＿窑 Ｙ ５
￣Ｙ８

Ｓ拥
￣Ｙ １ ６

（ 图 二 三 
） 、
Ｙ  ｉ ７

：

￣Ｙ
；

２ｉ
、
：Ｙ２６ 

￣Ｙ２７
、
Ｙ４６ 

￣Ｙ４７ 、 砖 瓦 窑

ＹＭ 

￣Ｙ４ １  （ 图 二 四
；］均＾排 、Ｉｆｆ ］相 同 分布 ， 冶铸ｆｔ隹

窑 Ｙ２ ８
￣Ｙ３〇 则 围 ！雜共 用 的雜作坑环形 分 布 （ 图 二

五
） 。 这稀攀ｆ＿ｉ 同 、规模翻ｉｔ

，
雜列有序 、 布 局规

鐘感布方式 ， 反映身这些蠢 于统
一

管理 的
“

官

＿＇ 北宫 南面幾现 的砖滅＿ 中 Ａ土？有
“

大匠
”

陶文

＿１Ｅ 的砖瓦 ， 表明違猶窑址可龜与
“

ｔ樣尋 Ｉ大 匠
”

有

图二三 汉长安城 Ｙ９
－Ｙ １ ６ 平面分布图

图二四 汉长安城北宫南侧砖瓦窑 Ｙ３ １ 
￣Ｙ４ １

平面分布图

图二五 汉长安城 Ｙ２８ －Ｙ３０ 平面分布图

关 ， 为其臂馨的
“

官窑
” 《

。 当 然也有如 Ｙ２３
￣Ｙ２５ 微乱

分市ＪＩ列无序 ，舞认海
《

属于 个体分 的民Ｓ＊ 。

邺城南营十六 国 窑址亦 呈现 出 集 中 分布 有序排列

的特点 。 长 乐宫二号十六 国 至北朝陶Ｓ賴 ：多呈现两

爾ｆＭ ｌｆ釋至三个 ５５簿釣组 合 。 这驛 的组 合形式在

之 后 奪＃興韋地Ｅ更 为誉禽５
唐大＿ 宫 含元殿適址

发现 的 ＿篇分布主要有两种 ：
１

、 在长条＿織作坑两

＿雜分市 围绕
一

辛汰型操作坑环状發布 （ 图 二

六 ） 。 隋唐洛 阳域愛＃陶審１１達较多 ，＿＆＃内 部 的

窑炉布局＿为 有多种形式 ： 单＃ 參 品字形Ｓ ｔ

排窑 、傘＿ 、对窑 形窑气 综＃来看  ＜其 中除傘＿形

制錢釣？殊外 ＜余可整合成与含宠纖＿似 的对窑和

环形窑两大类 ，
双 窑 、 品 字形窑 ＾ ＿窑＿可视为对ｇ

的 发 展形态 。 在批量生产砖瓦 的过程 中 ， 为提高工作

１
米

图二六 含元殿周 围窑址分布图

Ｓ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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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率 ， 尽量减少土方开挖 ，

共 甩探 作 通 道 是 必 然 选

捧＆从现有发现来看 ， 这种

工作意图应该在轉＿期

即 已开始出现 ， 但＿于发

现 ， 目 讀资料显示在

两京地区 运 用 最为成熟
ｆ

齡１ ３ ２Ｑ １ ３ 年 ， 陕西 省，

古 研 究ｆｔ 在 渭 ＿
■

會平 县

揭露 发现 的 廳＊于 唐 定

陵 的桑 园 窑ｆｔ 目 前所

．麗唐 ｆｔ＃模最大 、 ｆ呆存最

完整 的砖瓦窑 其采 用

的 ＩＰ

■

为这薄两两相对 ＜簾

过ｆｃ条形操 ｍ ？

雇 道相 连

接 的 方藏 图 二 七 ） 。

Ｉ唐会要Ｉ暴 跖 《雜參》条

记 ， （ 开 元 十 九年 六 月 ＞

京ｇ两都 ，
是惬帝宅 。 街

酿市 。 獅

不得穿掘为 窑 ＿造砖

瓦 。 其有 公私修造 ． 下 得

于 街巷穿坑取土 。

” ＠筑

图二七 陕西富平桑 园窑址 先开挖大型通道或

正射影像图大坑 ， 然 后 在通道两 侧

或 大 坑 周 ＿ 扩 挖 出 火

膛 、 窑倉ｓ烟室Ｍ及烟 囱 ， 挖擓出 的 ｉ方可 用 于制坯 ，

ｙ

生产过程 中 产 生 的虜轉亦可填埋在 甩废 的 窑 炉 中

逸翁 不 仅大 为节省ｙ工ｍ蠹 ，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 唐

：蠢象地区說＃ 的＿瓦窑 中 不时可见
“

内
‘

作官瓦
”

“

匠牛香
’

驚＿ 印 ， 这些 亦从侧面 ８＿ 当 时砖瓦 生产

的集体ｆｔ靠营和严格 的嫌府管理＿驚？
。

（

二
）
窑址分布与都城规划

自 秦Ｒ至隋唐 ， 中 国 古代 的都議繆制发生

变革 ， 简而 言 之是从 多宫 制
”

经两 宫 制
”

向
“
一

宫

击『的ＩｆｊＥ 。 因都城形制布局 的 差异 ， 窑业遗存在都

雜内 的 分布 窜着 不
一

样 的意义 。

西汉长安城并无攀
一

规划 ， 在外靡｛％分布着未 ｉｆｔ

宫 、 长 乐宫
，＿ 、 北宫 、 明光 宫 众 多宫＿ ，

磁生产 陶

俑等墓＿器 为 主 的 陶 集 中 分 布于域

市西北部 ， 域柱研究将这
一

Ｅ域推测 为會营手工业

作ｉｊＥ  （ 即西责｜
？

， 新 的研黧 表虜豫Ｅ域 为长安義

？ 的手 工业ｆｔ坊区 ？
， 萁 中 可龍存在

“

官 窑
”

和
“

民

窑
”

的区别 。 以生产砖瓦等建筑翁料为主 的陶窑集 中

于北宫 南侧和宣平门外 ， 爽＆ 

；１

就近生产
”

的特点 。

４ ８

勘鬚缓 ：现 ，
汉长安城内许多挑方还存在

一

些霉趾 ，

ｆｔ其是霖北部Ｅ域分布较为集 中 。

… … 这些跨瓦窑

址应是Ｓ长安＿＿程 中 临 日４＿ 的 ， 聽筑完成

后 立 即 回填ｐ

”

除都城 ｔ ？ｆ部以外 ， 在近麵 、 上林苑及帝

陵 周 围雜會类 ？溝现
？

。

东汉＿ 阳域改变了西汉长安域多宫制特点 城内

仅 南北二宫 ， 考古发现 的 位于洛阳離外东 南方

向 。

从誊魏＊城开 ，舉
一

宫城 居 ＊ 、 中 轴 ？分

布
”

的域市檎局遂爾論为 主流 ，

一

貪霞续到＿唐长安

瑜？
。 蓴＿邺城和魏普洛 阳域暂＊发现龛池通＃分

布 。 十六 窑 位于城西Ｕ ｓ 千米外銳警愈

瑜西 ＿ 。 十六 国至北
＇

朝肘期长耋 的 宫域偏 ｇｌｉ＃

ｌｉｌ ｔ部 ， 前述宣平门外发现 的 集 中 窑址分布 不＿藤

除为
—

时期宫＿建设聰务 的可能 ， 目 前考古发＿

的 窑址位于 中心 ， 直域ｆｉ至霸城门卖街北侧 、 临

近北宫 。 北＿ 阳城虔构域西阳门至东 阳门大道 南

侧临低永宁寺处曾发现集 中 的 ５ｆ？Ｓ 。 东慧北齐爾

城发现窑址略多％ 主聲有分列于东 、 西郭区 的曹村窑

址和芝村窑址 ， 以及
一

些零散分布 的陶窑 。

隋修长安梂和洛 阳域发＃窑址後参 。长安城的窑

址分 布，为 分ｆｔ ，ｐｔｅｆｃ明 宫含元殿发现 的砖瓦窑 位

于宫灌内 之外 ， 余墙蠢布于郭離内 外 ，詩瓦＿的 分 布

也秉承Ｉｔ进
”

原 则Ａ大爐 青龙寺等 处 的 发现 。

而 酉齎泉坊 、 平康坊发现 的 与烧造三彩和陶 俑等墓＿

明Ｈｉｓ关窑址 的 发现 ，
５ ！

ｉＭｚ与 西市 、东市相 关 。 落 阳

驗发现 的 窑址均 ｆｔ砖瓦窑 ， 其分布集 中 于溶河以北
，

宫域 、 皇鑛 、歲ｉｓｍｉｔｉ内 夕
［
？＿篇 ；现 ， 尤 以郭城愈

北部 ？ｉ河两岸 的里坊区 ｒ％爲繼ｗ

综上所遞＊窑业分 布在都域规划中 应 占有一屢之

地 ，
虽然 目 前考古 发馨相对有限 ， 但在汉长安滅及隋

唐长安城 中 ， 生 产陶 俑 、 三馨等墓葬明器 的 窑址和费

铸窑址均Ｈｆ１分 ｉｒｊ ｌＳ近市導 ８
［ 东市虜西市 ） ，

这表 曰月

该类擧＿ 的 生产应 由 官方轉
一

管理 。 砖瓦窑 的 分 布

较 为 分散 ， 体现 出
ａ

镦 ；
近生 产

”

原 则 ， 并且 在备料完

成 、＿设开翁前 后即被废弃填埋 。

四 、 结语

汉唐歷纏＿＿考古 向 来緣视为 历史射期着 古 的

緩心斩在 ， 以往研究 多集 中 于域市布局 、建筑 复原等

方面 。 伴随手工业遗存象现 的 不断增多
—

囊域Ｍ

簾教学薺ｆｆ重视
，
其 中 与 窑业生 产相 关 的遼＿如陶

窑 、 皮斜坑等在考古囊掘 中 较为容曷被辨识 ， 出 土 ：蠻

物种＾ 中 、敷 多 ， 对于深化城址 出±蠻＿纖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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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和辨识地层年代有着重要学术意义 。 通过上

文对汉唐时期都城地区与窑业生产相关遗迹和遗物

的 系统梳理
，
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

１ ．窑址类型以陶窑为主
，
迄今尚未见有明确的瓷

窑址 。 根据主要生产产品的差异 ， 可分为 ： （
１

）以生产

陶俑 、三彩等墓葬明器为 主的 陶窑 ， （
２

） 以生产砖瓦

建筑材料为主 的陶窑 ， （
３

） 冶铸用烘范窑 ，
这三类窑

址中 以砖瓦窑发现数量最多 。 在生产中 ，
陶俑窑 、砖

瓦窑均可能兼烧 日 用陶器
，
也存在陶俑窑和砖瓦窑

混用的情况 。 相对而言 ， 砖瓦窑较为粗糙简单 ，
且因

生产量的需要 ，规模
一

般较陶俑窑略大 ，
特别是到隋

唐时期 ，砖瓦窑的规模更大 。

２ ．窑炉 多为半地穴式 ，
少见土洞式 ，

因受后期破

坏 ，
窑顶及烟囱等结构不是很明确 。 窑炉平面形制在

两汉时期较为 多样 ，
有长方形 、长椭圆形 、 圆形及不

规则形状等 ，
自 十六国时期开始向马蹄形靠拢 ，

至北

朝至隋唐时期基本固定 。 两汉时期窑炉虽集 中分布

但仍相对独立 ，偶见共用操作坑的现象 。 自十六国时

期开始逐渐出现共用长条形操作坑的例子 ，
北朝至

隋唐时期 ，
共用长条形操作坑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

当

然这也取决于烧造规模及需求等因素 。

３ ． 都城内所见窑址往往集中分布 ，
排列规整有

序
， 多具有

“

官窑
”

性质
，
如汉长安西北部生产 的陶俑

专供汉陵使用 ，
邺城曹村窑址生产的陶俑专供东魏

北齐皇宗陵使用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宣平门外发

掘的数座汉代窑址
，
有学者推测城外东部可能是供

应汉长安城建设的重要砖瓦生产基地气 邺城南营十

六 国 窑址所产砖瓦等建筑构件在邺城遗址亦 有发

现
，
应系专供都城建设使用 。 大明宫含元殿之下叠压

的砖瓦窑和洛阳隋唐城宫城内外发现的砖瓦 窑 ，
亦

应专为都城重要建筑建设使用 。

４ ．窑场分布与都城规划建设关系密切 。 陶俑窑和

冶铸窑
一

般集中分布于市场附近 ， 砖瓦窑则就近分

布 、 即用即撤 。 据现有资料来看 ，
汉唐时期都城城郭

范围之内仅见烧制砖瓦等建筑构件 、 陶俑等模型明

器以及 曰 用陶器的陶窑
， 伴随都城建设的不断完善 ，

砖瓦窑生产往往会被禁止 。 除邺城曹村窑址或与北

方青瓷起源有关外
，
余均未见在都城城郭范 围 内设

置瓷窑
，
这大概主要与原料 、水源和燃料等配置条件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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