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23日至25日，由浙江省文物局
指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台州市黄岩区人
民政府主办，台州市黄岩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承办的“黄岩沙埠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
台州市黄岩区召开。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
松研究员及朱岩石研究员、董新林研究员，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王光
尧研究员、考古部副主任项坤鹏研究员，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吴小红教授、
杨哲峰教授、丁雨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
院副院长游富祥研究员，复旦大学文博系沈岳明
教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小蒙教授，浙大
城市学院杜正贤教授，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二
级巡视员郑建华出席此次会议。

沙埠窑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沙埠
镇和高桥街道。该窑址群于 1956年被发现，1963
年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 年被公
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 年入
选浙江省第三批考古遗址公园，并被纳入到浙江
省“宋韵文化传世工程”。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联合黄岩区博物馆对该窑址群进行了
主动性考古调查。自2019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故宫博
物院、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联合对沙埠窑址群内
的竹家岭和凤凰山窑址进行了为期五年的主动
性考古发掘。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沙埠窑的窑
业面貌及年代序列基本清晰，构建起备料、成型、
烧成和废弃的完整的窑业生产操作链，并在陶瓷
考古方法论、实践手段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24 日上午，与会专家赴沙埠窑竹家岭窑址
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并指导工作。沙埠窑考古发掘
项目负责人谢西营向与会专家进行了汇报，专家
们在现场围绕窑址中的遗迹遗物展开了深入讨
论。之后，与会专家前往黄岩博物馆参观沙埠窑
考古成果特展。该展览汇集了沙埠窑2019-2023
年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精选了其中的文物精品。
该展览分为“沙埠往事”“窑火日记”“相似相续”

“盛时风物”四个板块。
24日下午，专家论证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主持。台州市黄岩区委副
书记、区长徐礼辉，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蔡文富分别致辞。随后谢西营就沙
埠窑考古发掘情况作专题报告，汇报分为遗址概
况、发掘收获和价值分析三部分。与会专家结合现
场考察和汇报情况，围绕沙埠窑的内涵价值和后
续工作开展等内容展开深入讨论。最后由中国古
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
首先从“发掘思路”“现场遗迹现象的把控”“地层
遗物和遗迹的发掘方法”“学术目的”和“相关问
题和认识的总结”五个方面给予沙埠窑考古工作
和研究肯定。他在讨论中指出，大遗址考古最重
要的就是对时空的把控，要对考古工作进行宏观
的考量，建议对国保单位的遗迹进行统一编号和
整体把控，希望沙埠窑考古工作能从窑业考古的
角度为中国考古学作出突破性的贡献。此外，他
对用聚落考古的方式发掘窑业遗存的理念表示
赞扬，希望今后继续通过精细化考古工作，用考
古学发掘的遗迹和遗物证据去回答学术问题，从
更深入的角度进一步细化陶瓷考古工作的学术
计划，以期获得更大的学术成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游富祥研究员
表示沙埠窑考古学术目标明确，发掘成果显著，以
聚落考古的方法进行瓷窑遗址考古实践，使得整
个窑场功能布局和结构十分清晰。他认为，沙埠窑
填补了从越窑转移到龙泉窑之间的关键缺环，是
宋代瓷窑考古的重要发现。沙埠窑分期成果精细，
将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划分为七个阶段。此外，他
建议要继续通过科技分析对备料成型区内的各类
遗迹的功能进行综合判断，还要加强与窑场密切
相关的矿区的研究。该项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对于
判断窑场规模、原料溯源和产业转移等方面问题
的探讨，可使整个产业链会更加完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认
为沙埠窑考古工作符合陶瓷考古田野工作规范，
同时也充分运用了科技考古检测手段，对沙埠窑
遗址的重要性表示肯定。他就后续研究工作开展
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关于原料、燃料、工人居址、
工人来源、工人信仰、产量和销售路线等方面问
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关于瓷器销售，除
了国内市场，海外市场也还需要继续加强研究；
再次，要进一步细化备料成型区的遗迹关系，梳
理其工作路线，充分展示备料、成型到烧成的工
序流程；最后，要继续加强科技手段的运用，明确
各个遗迹的具体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
研究员认为，沙埠窑系统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
先进的考古发掘理念、遗址内功能分区和价值认
识、精细化的考古发掘以及充分运用科技手段进
行检测研究等方面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通过五
年的考古发掘，沙埠窑考古从多个方面取得了新
的认识，除了窑场本身之外，大区域范围的窑业
技术交流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此外，他认
为，沙埠窑遗址考古取得的新发现进一步突出了
瓷窑考古在浙江考古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建构瓷
窑考古的编年体系、技术体系之外，还可以瓷器
为线索建构区域历史与联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教授首先对
沙埠窑考古成果以及采用的发掘理念表示肯定。
他认为，沙埠窑考古工作符合现代陶瓷考古的田
野发掘理念，不局限于窑炉、产品和烧成技术，而
是扩大到对整个生产制作过程的全面系统的关
注，且把相关遗迹现象有效地揭露出来，使得窑
场操作链完整，体现出陶瓷考古发展的新方向。
此外，他建议，今后的考古工作还要继续关注作
坊区内的功能布局如坯件放置空间、窑工生活空
间等；要将沙埠窑置于更大窑业体系范围内进行
考量；继续加强科技检测。

浙大城市学院杜正贤教授认为，通过五年系
统性考古发掘，沙埠窑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
的成果，发掘方法科学，窑场布局清晰，充分运用
了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手段。他认为，沙埠窑窑
炉具备窄且长的特点，有其自身特色；窑床上局
部保留的较完整窑顶坍塌块的存在对于探索窑

炉高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窑场残留木炭检
测鉴定出来的除松树以外的槭属、栲属和木兰属
等不同树种，扩展了以往对于龙窑燃料的认识，
取得了新的突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丁雨研究员，从多个
角度对沙埠窑考古成果进行了归纳。第一，时间
层次，北宋中晚期沙埠窑瓷器达到了瓷器生产的
最高水平，其除了作为越窑向龙泉窑过渡衔接的
中间环节，在北宋中晚期的陶瓷文化中也具有引
领性的意义。第二，空间层次，从文化面貌和窑业
技术等方面来看，沙埠窑与浙江内部的越窑、龙
泉窑存在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北方的耀州窑和定
窑存在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层级，沙埠窑存在两
路产品，结合近年来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中沙埠
窑瓷器的发现以及竹家岭窑址作坊区外围发现
的高规格的围墙遗迹，都为后续探讨沙埠窑贡御
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四，消费市场，沙埠窑
提供了研究11世纪北宋时期陶瓷外销的重要线
索，对于重新审视海外发现的越窑系瓷器，改变
我们以往对于北宋陶瓷外销的认识。第五，方法
和目标，沙埠窑考古队通过精细化分期、量化统
计方法、以聚落考古视野探讨窑业内部空间布
局、陶瓷产业与聚落发展关系等方面问题，均体
现出最新的陶瓷考古前沿理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研究
员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沙埠窑考古发掘方法及成果
的重要价值。第一，对于陶瓷考古发掘记录和资料
整理，进行了新方法论的实践和创新。第二，传统
考古和科技考古充分结合，通过传统地层学对于
窑业体系、时间框架建构和精细化分期，是浙江陶
瓷考古的重要特色。第三，发掘揭露出相对完整的
窑场全貌，包括生产工艺的全流程和功能分区的整
体格局。第四，沙埠窑体现了南北窑业技术工艺的
融合，要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在两宋变革和南北
交流的时空框架脉络中还原沙埠窑的位置，才更能
说明沙埠窑的性质、价值和典型意义。第五，沙埠窑
的价值要在生产地、运输地和消费地三者关系研究
的完整揭示中进行充分展示。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项坤鹏研究员提
出，沙埠窑明显体现了南北方窑业技术的交流，
其酱釉瓷器品质高超，需要结合今后的深入研
究，探究沙埠窑与定窑、耀州窑的技术交流模式。
沙埠窑考古发掘为进一步明确国内外遗址出土
和博物馆馆藏的青瓷产地和年代序列提供了很
好的资料；同时，他建议要关注高品级甚至是宫
廷遗址中的出土瓷器，可以丰富认识不同社会阶
层、聚落群体的瓷器使用情况以及背后的各种历
史问题。最后他提到，沙埠窑瓷器外销路线和途

径，要关注海门港。
复旦大学文博系沈岳

明教授就沙埠窑“完整的工艺
流程”“清晰的窑场布局”“野外发
掘地层的精确把握”等方面肯定了
沙埠窑这五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他
认为，沙埠窑品类丰富，它突破了浙江
地区传统的青釉瓷器的单一品种，还生
产高质量的酱釉瓷器和釉下褐彩瓷器，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外来技术
和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从时空格局来看，沙埠窑应
不仅限于北宋中晚期越窑和龙泉窑的过渡阶段，更
应该是充当了缓和越窑向龙泉窑文化风格和技术
转变反差的作用。此外，沙埠窑考古队通过精细化
的考古工作，将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这一阶段划分
成七期，体现出对于野外发掘的精确把握。沙埠窑
考古工作成果也有助于对国内外遗址出土、出水
瓷器产地的辨别。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小蒙教授表示特
别赞同对沙埠窑空间转换、产业转移、技术传播
等精准的定位。她就技术传播问题探讨沙埠窑和
耀州窑以及南方青瓷和北方青瓷的关系，指出沙
埠窑作为越窑和龙泉窑之间的一个转换过渡角
色并不能特别突出沙埠窑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沙
埠窑窑业面貌与技术呈现出对北方青瓷工艺的
吸纳和越窑传统工艺的传承，并进行创新突破，
具有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北宋中晚期，沙埠窑的
产品和工艺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北宋中期末
段至北宋晚期前段是沙埠窑产品品质最高的时
期，同时也是与北方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
从三个方面对沙埠窑考古发掘价值进行了总结。
第一，窑场揭露出备料、成型、烧成和废弃的完整
的窑业生产操作链，特别是备料、成型区大规模
作坊遗迹的发掘以及大规模围墙的发现，在以往
的瓷窑遗址考古工作均是少见的，这是一批非常
重要的新材料。第二，沙埠窑作为北宋中晚期南
方青瓷窑业的一个重要窑场，相关考古发现具有
填空补白的作用。第三，沙埠窑考古工作扎实，学
术目的明确，对瓷窑遗址中的废品堆积区和作坊
区在考古发掘方法与手段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
了很好的成果。此外，他建议，要继续凝练出沙埠
窑的本身特征与突出价值，要采取局部解剖发掘
的方式以全面了解窑场始建、使用、废弃等过程

以及各类遗迹的年代早晚关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认为沙

埠窑考古工作细致，北宋中晚期沙埠窑在陶瓷史
上所呈现出的承上启下、沟通南北的重要地位是
值得肯定的。沙埠窑通过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对于整个窑场功能的全面精细化揭露，这在以往
瓷窑址考古工作中是不多见的，发掘本身也是一
个重大突破。他建议，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要与遗
址公园建设、区域文化发展、宋韵文化传承等方
面工作相协调，要优化对遗址复杂遗迹现象的展
示效果以面向公众开放。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认为，沙埠窑考古
发掘是陶瓷考古工作的重要突破。沙埠窑的价值
体现在技术的融合，沙埠窑是在南方青瓷技术传
承和北方技术南下影响背景下的多元化、多文
化、多元素共存的一个窑场，体现了当年瓷器生
产技术、交流普及和商业发展的繁荣景象。沙埠
窑的价值还体现在填空补白的作用，它呈现出南
北方窑业技术的融合和碰撞触生了新的产品面
貌，在文化传承和宋代文化构建方面，具有很大
的意义。在考虑大时代的背景下，北宋中期北方
文化南下，包括瓷器在内，这应该是官府主导下
的一次文化构建，是对汉族地区民族共同体的构
建和传承。对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他建议要继
续完善沙埠窑遗址各类遗迹的关系，对于窑场燃
料问题还需要结合科技检测进行科学解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认为，沙
埠窑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抓住了陶瓷考古的精髓，
提供了完整的生产操作链的实物细节和流通环
节的信息证据；开展多学科合作非常及时到位，
边发掘边研究，全面使用科技手段分析证实遗迹
的具体功能。沙埠窑出土的产品证明了多种窑业
技术广泛的交流和传播，也为研究沙埠窑与其他
窑口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对于下一步

的研究工作，她认为应继续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思考：在聚落考古的视野下，

沙埠窑原料和燃料的消耗统筹
是否有具体的社会分工构成
和管理层面调配；通过统计
废弃区匣钵的体量能否做
大概产量和资源消耗的分
析；通过一道完整的工序
流程需要的时间；通过主

微量元素的分析，能否分出
产品的生产批次等。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二
级巡视员郑建华对沙埠窑考

古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发掘研究
成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古陶瓷生产

既是经济技术行为，也是社会文化
现象，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

环境密切相关。要在比较系统
论的视野下，持续关注窑场
和周围环境、自然条件、职业
工匠和产品对外运输条件的
关系，要从多角度展开研究，
以期在原有工作方法的基础
上取得新的突破。他提出，陶
瓷考古不仅要研究生产端和

消费端，还需要研究两者间的
流通环节，从生产端看，沙埠窑

的考古成果具有地域性、全国性和
国际性的意义。从产业转移角度，沙埠
窑是越窑和龙泉窑瓷业技术衔接和
过渡的重要地区，从技术和文化
角度可以说沙埠窑孕育了龙泉

窑；从技术交流角度，沙埠
窑受到了北方耀州窑和
南方越窑等窑业的影响，
另外沙埠窑的彩绘产品

也呈现出外来技术的影响。
从消费端看，以往国内
外遗址出土的青釉瓷器

窑口大多都归于越窑和
龙泉窑，目前在国内外大量

遗址中也辨认出不少沙埠窑
产品，说明沙埠窑的销售范围远

超想象。最后，他提出建议，要对考
古工作做进一步细化和补充，进行
系统的梳理后，再进一步考虑下一步
比较长远的工作计划，有助于将来取

得更大的成果。
最后，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研究员作

总结发言，沙埠窑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一处比
较完整的宋代窑业遗存，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
展现了从备料、成型、烧成和废弃的完整工艺流
程，窑场出土的一批高质量的瓷器，精美的纹饰
体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田野考古工作细化了沙
埠窑业的发展序列，填补了南方青瓷窑业发展的
缺环，同时，沙埠窑善于吸纳和创新，展现了南北
窑业技术的交流，且为海外发现的青釉瓷器窑口
辨认提供了线索。他指出，论证会中从事不同专
业的考古专家多角度的意见补充了陶瓷考古工
作的局限性，他提出要从手工业考古的角度出
发，深入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注重制瓷
原料、燃料、窑工居住地等问题溯源。最后，他提
出今后沙埠窑考古和研究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
通过系统性考古发掘来探索沙埠窑形成与后期
转移的动因，持续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尽
快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加强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及
沙埠窑的现代传承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沙埠窑近五年的考古发
掘揭露了沙埠窑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的生产
面貌，分期精细，收获巨大，揭示了重要的考古学
价值，基本建立起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共七期的
年代序列，揭露了窑址的完整生产操作链，填补了
北宋中晚期浙江制瓷业中心自越窑向龙泉窑过渡
转变的缺环，也填补了浙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在
北宋中晚期制瓷业的空白，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
收获。沙埠窑的产品面貌也明显体现了与北方窑
业的互动交流，其刻划花工艺和酱釉瓷器产品可
以看出耀州窑和定窑的影响因素。同时，沙埠窑考
古发掘成果研究也将推动对海内外博物馆和遗址
发掘出土的青瓷所属窑口问题的重新审视。

（执笔：汤妮 王格 谢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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