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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制的路
灯、内嵌瓷片的道
路、街边随处可见的
陶瓷店铺……在景

德镇，目之所及皆是瓷，游人往来皆
为瓷，这是肉眼可见的瓷业文明。
而在山川、江河、路面之下，古代窑
业生产留下的十余米高堆积物，承
载着这座城市的两千多年冶陶史、
一千多年官窑史、六百多年御窑史
的手工业进程，唯有考古方可探源。

入选“2024 年中国考古新发
现”的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
群正被揭秘。6家考古单位、14个
遗址点、2275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
……诸多新发现涵盖原料燃料产
区、道路交通网络等领域，首次从产
业链视角揭示这一古代制瓷中心的
完整文明密码，解读600余年窑火
何以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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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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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市区约50公里的浮梁县

高岭山，花岗岩风化形成的高岭土

资源丰富，面积近 10 平方公里。

一条长约7公里的古道蜿蜒其中，

没有古道的地方一脚踩下去可能

就有沉陷感，沿途还能看到大小

不一、内壁用砾石砌筑的长方形

土坑。

“这些土坑就是古代矿工加工

高岭土留下的淘洗池，整座高岭山

都被当年矿采的尾砂覆盖了。”浮

梁瑶里瓷业原料产区发掘点负责

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李兆云说，当年，矿工们沿着

古道，将淘洗完的原料挑运至山下

码头，再转往各家瓷窑。而这种土

也因山得名，贡献了世界制瓷业通

用白色陶土的英文名“kaolin”。

清代《陶冶图说》绘有“采石制

泥”的景象，但具体怎么采石并不

清楚。李兆云说，一些遗迹表明，

高岭土的选矿加工模式是先洞探

再露天坑采，具有不同地点轮换作

业的生产特点。综合地层中的尾

砂堆积较厚、有灶台等生活遗迹分

析，该区域高岭瓷土开采在清代已

成规模，并形成了产业集群。

一块写着“白土”字样的试料

块成为高岭山矿采与镇区瓷业生

产紧密相连的物证。“镇区考古也

出土过此类试料块。”李兆云推测，

这是矿主给买家选货用的样品，属

于早期的商业广告行为。

瓷是土、火、水的艺术。润白

质坚的高岭土为瓷业生产提供了

最重要的原料，周边山林盛产的松

柴则为千年窑火提供了廉价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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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窑柴产区建溪流域的航拍图。

景德镇高岭瑶里原
料片区遗址出土的一块写
着“白土”字样的试料块。

“之前学界对于窑柴的

认知多来自于村庄碑刻、家

谱以及地方口述资料，缺少

考古实证。”联合考古发掘

总协调人、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王光尧说，通过对窑柴

产区建溪流域的考古发掘

和实地调查发现，浮梁林区

百万担松柴经过建溪水运

体系直抵镇区窑场，首次揭

示了建溪流域的窑柴产运

体系。

该流域两处码头发现

的道路、房址等建筑遗迹，

展示了码头作为交通枢

纽的综合功能和对村庄

的辐射带动作用。恰如清

代康熙《饶州府志》所记

载，当地“倚舟楫柴土之利

自给，无素封之家，亦无流

离之苦”。

这是景德镇地区首次

对原料产区、燃料产区进行

的科学考古工作。在景德

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

翁彦俊看来，2024年度联合

考古发掘最大的不同正在

于此——主动寻找景德镇

瓷业文化遗产价值，“不再

着眼于单一窑址、出土器

物，而是聚焦景德镇制瓷业

的全产业链”。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

坞、九条半街、十八条巷、一

百零八条里弄……作为古

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

因瓷而生。独特的城市面

貌、街巷肌理如何形成？城

市考古成为突破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说，城

墙、道路、重要建筑，是城市

考古的重要方向。古代景

德镇虽不是政治城市和军

事要地，但其沿河建窑，因

窑成市，进而形成便于商业

运输的道路交通网络。

文图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