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2013 年夏天，一场暴雨后，

大量青瓷碎片被暴雨冲刷出来，禁山窑址由此发现。

2015 年，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被评为“2014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里被专家称为“成熟青瓷

的摇篮”，可以由此窥探中国古代瓷器从原始瓷器到成熟瓷

器嬗变的秘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中国古代成熟

瓷器出现于东汉晚期。然而，从原始瓷器到成熟瓷器，核心

技术的突破是什么？这一时期产品的总体面貌和生产组织

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上虞禁山

窑址的发掘，为揭示中国陶瓷史上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全

新的、翔实的资料。其中，一处山坡 3 条龙窑，分属东汉、三

国、西晋 3 个时期，使纵向比较研究更为便捷。”

禁山窑址所在的上浦镇，古代瓷业十分发达。上浦镇

的窑址多达 200 多处，全镇 13 个建制村中有 12 个村分布着

古窑址。常常大水一冲，锄头一锄，就能发现很多瓷片，可

谓村村有古窑，遍地是青瓷。

以禁山窑址、凤凰山窑址等为依托，上虞区委区政府在

这里建设了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

松涛阵阵，鸟鸣山幽，拾级而上，极具特色和文物价值

的禁山窑址 3 条龙窑便映入眼帘。大棚把窑炉遗址罩起

来，四周则竖立一米多高的栅栏，较好地与周围环境融合在

一起，也体现了对遗址保护的最小干预。对参观者来讲，龙

窑几乎是敞开式的，能近距离观察千百年前的文物，会有更

直观的感受。

距离 3 条龙窑不远，搭建了一座仿古柴烧龙窑，方便游

人了解龙窑构造。龙窑长 13 米左右，包含 10 间窑室、一个

窑头、一个窑尾、10 对投火孔、两个窑门、一个烟囱。上建

窑棚，两侧设走廊，外形美观大气，符合古龙窑整体配套样

式。除了供参观外，该龙窑每年还会烧制两次越窑青瓷作

品，并举行烧窑祭神仪式和传统开窑节庆活动，再现千年窑

火兴盛的景象。

除了极具特色的龙窑，我国还有哪些传统的窑炉形

式？各地窑炉有哪些不同？……选取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窑炉，公园在一个开阔广场上建设了多座窑炉模型，有葫芦

窑、馒头窑、马蹄窑、镇窑、太平窑，等等。参观者可以走近

窑炉，了解其历史渊源、形状特点、内部结构、尺寸大小、烧

制方式和发展沿革，堪称一个小型的窑炉博物馆。

举办秘色瓷研发大赛、与清华美院合作建设陶艺中心、

举办“瓷源·莲文化节”、开设网络直播……如今，在推进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上浦镇悠久的青瓷文化赢得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

到上浦镇
观青瓷史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历史文化名城R

2021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安

徽省桐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桐城成为

我国第 138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桐城不大，但商业文教繁盛一时。明清时

期，桐城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其学术成就和

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力，桐城遂以“文都”

著称。“桐城派”“六尺巷”是这座古城鲜明的

标签。

桐 城 ，“ 因 地 宜 桐 ” 而 名 ， 唐 至 德 二 年

（757 年） 改为桐城县，此后 1200 余年名称一直

未改。

桐城古城的中心，是文庙。

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祐年间，元末毁于

兵火。明洪武初年迁建于桐城市广场北端，距

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

桐城文化底蕴深厚，尤其在明清时期，人

才荟萃，在哲学、散文、诗、画、教育等许多

领域都有辉煌建树。

清代初期，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在

文学创作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有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桐城派逐步形成，

方、刘、姚三人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处于江淮之间的皖江文化圈，虽然

建筑局部受徽派建筑影响，但在平面格局、构

架形制、细部装饰等方面独具特色，总体呈现

朴素简洁的风貌特征。”桐城市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立新介绍。

古城东大街、北大街、胜利街、南大街等

传统街区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这些贯穿历史

城区的主干街巷，两侧建筑多为前店后住形

式。在主要街巷内部，则分布以居住为主的世

家大屋，与传统商业街共同构成桐城明清至民

国时期传统城市风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当数东大街和北大街。

东大街坐落在县城东郊外，东西走向，麻

条石横铺街道。街面呈微弧形，街区内有街巷

11 条，长短不一，纵横交织。东大街两侧古

民居历史建筑有 34 处。

北大街原为古城内东祚门至西成门横向主

街。街区内有作为古城横轴线东段的北大街及

北后街等历史街巷。北大街目前保留有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等 23 处历史

建筑，类别丰富，体量宏大。

到桐城，跨不过“六尺巷”。

相传，清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府第与

吴姓人家相邻，吴姓盖房欲占张家的地，双方

发生纠纷，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难以定

夺。家人于是给在京城做官的张英写信求助，

张英回书中有“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之句。张英家人豁然开朗，主动退让三

尺地，吴家获悉后，也让出了三尺地，成就了

“六尺巷”的传世佳话。

张英次子就是张廷玉。张廷玉历事三朝，居

官五十年。张氏父子俱累官大学士，世人称之为

“父子双宰相”，一时传为美谈。

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

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李

立新对此深以为然。“我们通过竖立标识、标

牌、古城地图等形式，标记体现桐城文化的

山水格局和历史环境要素，严格控制古城核

心保护区和历史风貌区的建设高度及历史街

道走向等。”

近几年来，桐城市为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完成 4 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的划定，设立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牌 8 处；普查公布、建档挂

牌、落实保护措施历史建筑 206 处；配齐配强

19 名专职网格管理员，健全巡查保护机制，

管理触角更精细。

为了进一步保护桐城的历史文化，近年

来 ， 桐 城 重 点 梳 理 了 “ 桐 城 派 ” 的 发 展 历

史 ， 挖 掘 对 应 的 时 空 节 点 ， 通 过 雕 塑 、 小

品 、 街 头 公 园 和 博 物 馆 等 形 式 讲 述 “ 桐 城

派”文化，突出“桐城派”这一重要的历史

文化记忆；原址复建了“七省通衢坊”“凤仪

坊 ” 等 一 批 历 史 地 标 性 建 筑 ； 投 入 1500 万

元 ， 集 中 整 治 文 庙 周 边 风 貌 ； 筹 资 4 亿 元 ，

用于历史地段六尺巷风貌恢复工程；建成开

放了国家三级博物馆“安徽·中国桐城文化博

物 馆 ”， 将 其 作 为 桐 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集 中 展

示区。

“未来，我们要继续讲好桐城故事，创新

发展模式，提升城市活力。对文保单位、历史

建筑等物质遗存进行活化利用，逐步扩大文物

和历史建筑的利用范围，设计多种活化改造路

径，拓展使用功能，创新利用模式，满足社会

需求。”李立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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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文化兴盛，非遗众多。

桐城歌是桐城的地方民歌，有很强

的文学与艺术性，对不少地域的民歌起

到了范本借鉴的作用。桐城歌曾影响了

黄梅戏的形成和发展，也对桐城文人的

辞赋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8 年，

桐城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铸胎掐丝珐琅制作技艺，以铜质铸

胎为体，经过掐丝、点琅、磨琅、鎏金

等工序，最终形成器型高雅、纹饰精美

的艺术品。然而，明末之后的铸胎掐丝

珐琅器基本已经绝迹。桐城的铸胎掐丝

珐琅制作技艺在继承景泰蓝制作工艺的

基础上进行了复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

值， 2014 年被列入安徽省第四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桐城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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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桐城龙眠河廊桥。

图②：桐城文庙。

图③：桐城历史城区中的文庙

和六尺巷示意图。

图④：桐城六尺巷。

图⑤：技师对景泰蓝艺术品进

行二次点蓝。

图⑥：桐城孔城老街俯瞰。孔

城老街全长 2.2 公里，是安徽最长也

是保存最完整的古街之一。

图①、图②、图③、图④、图⑥由

桐城市委宣传部提供，图⑤为新华

社记者李欣摄。

图⑦：龙窑遗址现场。 资料图片

图⑧：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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