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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萧窑的窑址位

于安徽省萧县东南15公里处的白土镇，因

附近盛产一种灰白色的瓷土而得名。宋

元丰元年，大文豪苏东坡曾到过白土山探

访，写下了《白土山石炭歌》：“岂料山中有

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苏东坡当年看

到的还是绿荫葱郁、树木茂盛的白土山；

大约二百年之后，白土山四周的树木已被

萧窑熊熊的炉火烧尽，这可能也是萧窑之

所以到金代终烧的根本原因。

萧窑创烧于唐，终于金。唐代主要烧

制黄瓷，兼烧白瓷与黑瓷；大量生产的产

品是平底碗，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白土

镇征集到一件带铭文的瓷瓶，上刻有“白

土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

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造”（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并发现了该窑

址。1960年安徽省博物馆在考古发掘中

也曾发现了带有“白土造”刻划题记的残

片。

安徽各地的瓷器藏珍
纯正的寿州窑黄釉瓷器、素雅的繁

昌窑影青瓷、栩栩如生的唐三彩……在

安徽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所里，各种古

瓷器年代跨度很大，几乎贯穿整个中国

陶瓷史。

吴 青瓷卣形壶（三国）

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此壶器型仿

青铜卣的造型。兽头较大有双角，为圆

雕羊首形。在六朝青瓷中，这种造型的

器物非常少见。此物从朱然墓中发掘，

朱然即是当时俘获关羽的功臣之一，时

任右军师左大司马。

青瓷龙柄鸡首壶（隋）

现藏无为县文物管理所。是寿州窑

生产的鸡首壶，龙柄、鸡头，其内部是不

通的。鸡首壶自西晋出现以后，到隋代

更为普遍，是南方青瓷主要产品之一，也

是当时仿动物时尚的一种表现。

三彩双系凤柄壶（唐）

现藏安徽省博物馆。三彩壶圆直

口，伞状盖，盖上附乳钉小钮，龙形柄，球

形腹，口外壁堆贴模印的葡萄叶，腹部贴

模印的葡萄和小鸟。

景德镇窑影青釉狮形瓷枕（北宋）

现藏黄山市博物馆。瓷枕枕面略呈

椭圆形，委角，两边上翘，中部内凹，枕座

堆塑一卧狮。在艺术造型上看似一人在

吹笙，像是文臣捧笏上朝的形象。

吉州窑莲花纹梅瓶 （宋）

现藏安徽省博物馆。从造型到装饰

都与磁州窑有相似之处。吉州窑绘画线

条像工笔画一样细腻严谨，一丝不苟，体

现出一种南方地区细腻流畅的风格，与

北方磁州窑绘画所表现出的粗犷、酣畅

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实习生 汪茜茜 记者 朱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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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古代瓷

器 窑 口 也 并 不 少

见。省古陶瓷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许国

接受采访时说，最有

名的当属寿州窑、宣

州 窑 、萧 窑 、繁 昌

窑。这些窑口的瓷

器南北兼容，既承袭

了 邢 窑 、定 窑 的 特

色，对后来的景德镇

陶瓷的艺术风格也

有较大的影响。

张亚琴

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上窑镇以及邻近

凤阳的武唐等地附近的寿州窑，是安徽

省古代瓷窑遗址中时代较早的一个窑

口。遗址散布在上窑镇的南郊和北郊、

高唐湖和窑河一带，最迟创于南北朝初

期，历经隋、唐近五百年的历史。

在南北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

器物的南方文化因素偏重；隋朝时期，寿

州窑烧瓷规模小于南北朝，器物的文化

内涵南北参半；唐早期，瓷器有自己的独特制作

方法，它摆脱了南北朝文化束缚，形成了成熟的

地方文化；唐中期是寿州窑烧瓷的鼎盛时期，线

条流畅，轮廓丰满；唐晚期窑场较为集中，产品

制作工艺不精。

陆羽《茶经》指出：“寿州瓷黄，茶色紫。”并

将其排在第五名。寿州窑的制作运用民间剪纸

艺术，在中国应该是最早的。由于遗址中未发

现有晚于唐代的遗物，说明寿州窑的烧瓷终了

于唐。

宣城在历史上烧制瓷器也比较兴盛，

曾分布很多的窑址。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城

境内瓷器烧制大约开始于晚唐五代时期。

皖南地区处于中国南北方两大瓷器系

统的交结点上，其瓷器烧制除了以青瓷风

格为主流，同时也混有北方白瓷系统的血

液。这是因为，皖南地区在六朝、晚唐五代

等中原战乱时期相对比较安宁，许多中原

士族“避乱江东”，到皖南一带定居。这样，

他们必然携带百业工匠为其服务，其中就

包括北方的窑工。他们带来了北方白瓷烧

造技术，并在南方原有青瓷烧造技术的基

础上有所发

展和创新。

或许正是因

为这一点，

在中国陶瓷

史上，才产

生了对“宣

州窑”的众说纷纭。

“宣州窑”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名窑。

明代张谦德在《瓶花谱》中称为“宣城窑”，

并把它与宋代“柴、汝、官、哥、定”等五大

名窑相提并论。

穿过繁昌县城城郊的马仁山路，一条

小道旁竖立着“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柯

家村遗址”标志牌。最早烧制青白瓷而闻

名于世的繁昌窑遗址就在这附近。相对

于其他古窑口，繁昌窑被发现的时间较

晚，20世纪50年代后才逐步进入专家学

者们的视野。

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展现了

南唐重臣韩熙载家宴、舞乐的场面。有研

究认为，夜宴图中所描绘的瓷器，如执壶、

温酒壶、荷花托盏等，无一不是繁昌窑的

产品。而北宋徽宗时画院画家张择端所

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中，画有卖瓷器的商

铺，店面招牌即为“青白磁铺”。这可以得

知南唐时期繁昌窑瓷品的非凡风采和随

后青白瓷的世间流行。

繁昌窑在北宋末年突然地衰废下来，

到宋元期间，又像在人间蒸发一样，消失

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故地颓垣，冷烟衰草，

前朝窑迹。这是什么原因？民间有一种

传说，说是繁昌窑的烧造者为柯大、柯二

两兄弟。随着繁昌窑瓷器名气的不断扩

大，一天，北宋朝廷突降圣旨，要柯姓两兄

弟为宫廷烧造龙床。接旨后，柯大、柯二

召集工匠日夜监制，终于在期限内将美轮

美奂的龙床烧造成功。当龙床运送到龙

亭街时，由于绳索断裂，龙床掉在地上被

打碎。眼看期限已到，重新烧制已不可

能。为免杀头之罪，柯姓两兄弟率领繁昌

窑的工匠们逃到景德镇。繁昌窑从此衰

落荒废。

那么，繁昌窑衰废的原因究竟何在

呢？一是资源缺乏，原料品位低下。二是

曾经作出过两次创新的繁昌窑在新的历

史时期，先进的覆烧工艺不被引入，长时

间的抢残守缺，以致生产落后，工艺保守，

装饰单调，制作粗糙，被后起之秀景德镇

远远抛在身后。

寿州窑：
最早运用民间剪纸艺术

宣州窑：青瓷和白瓷的相融

繁昌窑：引领青白瓷的世间流行

萧窑：树木已被窑火烧尽

五代霞涧窑

青釉白筋带盖执壶

北宋繁昌窑帖蝴蝶纹影青执壶
唐代寿州窑剪纸

贴花酱釉银锭枕

唐代宣州窑

青釉执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