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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瑶河，溯流而上，近赣皖交

界处，山高林密，河谷中忽现一处古

村落：230 余座明清建筑夹岸而立、

错落有致，白墙黛瓦、密密丛丛。河

上，架着廊桥、石拱桥、独木桥；河中，

潺潺流水轻拍桥墩，簌簌作响，水声

同岸边村妇捶洗衣物的棒槌声、嬉笑

声交织，绵延回荡在青山间。

时光似水，流云舒卷，青山不老，

古村千年——这便是瑶里。

古窑河道边
一探瓷业繁华

瑶里的韵味，得从“窑”字说起。

“水土宜陶”，瑶里自古盛产瓷石

等制瓷原料，早在唐代中叶，这里就燃

起窑火，成为古代景德镇陶瓷的重要

发源地，被称为“瓷之源”。至宋代，

瑶里制瓷业渐近顶峰，有瓷窑近百

座，是当时景德镇的三大窑区之一。

“家家窑火，户户陶埏。”走进瑶

里周边的山林，仍可见不少古窑址、

古矿坑。高山河谷间，挑夫奔走，窑

工云集，矿洞纵横，水碓房林立……

遥想当年，瑶里是何等繁忙景象。

元 明 清 时 期 ，大 量 陶 瓷 产 业 和

熟练窑工集中到景德镇。渐渐地，

瑶里转而成为陶瓷的原料产地，以

生产釉果为主。釉果是景德镇传统

制瓷工艺中的制釉原料，由水碓加

工瓷石制成。瑶里生产的釉果一度

在景德镇形成了垄断。浮梁县史志

档案局原局长冯云龙介绍，明代，瑶

里还成立了一个专司釉果生产的管

理机构——釉所，从瑶里 13 个姓氏

的 家 族 中 选 择 24 人 组 成 。“ 釉 所 管

理着当地的釉果生产，规定每年每

月 的 产 量 ，避 免 供 大 于 求 ，影 响 利

润。”冯云龙说。

瑶河两岸，一座座由石块砌成的

水坝带我们走近那个瑶里家家户户

忙着制作釉果的年代。

“建水坝是为了设置水碓，借助

水的动力将瓷石捣成粉末。”吴克勤

是土生土长的瑶里人，据他介绍，在

过去，瑶里 1000 多米的河道上，曾设

置十来重水坝。

瑶里的水坝并非笔直地横亘在河

流上，而是呈人字形。“人字形水坝起

到分流作用，这样在河流两岸都能设

置水碓，提高生产效率。”吴克勤说。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随

着制瓷业和釉果生产的兴盛，大量人

口迁入瑶里，逐渐形成程、吴、刘、李

等大姓家族。如今，这些家族依然聚

族 而 居 ，大 多 从 事 与 陶 瓷 相 关 的

工作。

今年 76 岁的老人程发娣至今记

得小时候帮父亲制 作 釉 果 的 场 景 ，

“那 时 的 瑶 河 边 ，一 船 船 的 釉 果 驶

向 东 埠 码 头 ，运 往景德镇。我们全

家上下都忙着制作釉果，我一次能挑

20多斤。”

陶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瑶

里因资源禀赋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

的精彩一笔，纵贯千年。如今，深巷

里、古道上、瑶河边、老人的诉说中

……瑶里一切有关陶瓷的痕迹，成为

我们追溯陶瓷文化的窗口。

门楼屋舍间
氤氲茶韵芬芳

除了“瓷之源”，瑶里也是“茶之

乡”。瑶里处于黄山余脉，自古就出产

优质茶叶，是浮梁茶的主产地。唐代

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前月浮梁

买茶去”说的正是瑶里所在的浮梁县。

瑶里人历来从事茶叶的种植和生

产，瓷业和茶业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

集聚和商贸的发展，农人劳作在此，商

人交易在此，旅人游憩在此——“舟车

云屯，商贾电骛，五方杂处，百货俱陈，

熙熙乎称盛观矣。”青山绿水边，瑶里

一度成为商贸繁华之地。

如今茶叶依然是瑶里的特色产

业，为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多年

来，瑶里村茶叶早市成为约定俗成的

茶叶销售市场。茶叶早市就在瑶里

商贸街上，在茶叶收获的季节，市场

特别热闹。每天早上，茶农们拿着头

天制作的茶叶来出售，茶贩们带着袋

子、秤等来收购。整个早市从凌晨 5
点半持续到早上 8 点，街头巷尾、门

楼屋舍，茶香四溢。

在一处不起眼的巷子里，丁字路

口屹立的一块石碑上清晰地镌刻着

“徽州大路转弯”几个大字。冯云龙介

绍，这条路是古代瑶里的一条商业

街。街不长，仅千米左右，临街分布了

上百间店铺。店铺的构造很有意思，

通常一间是宽敞的大门，而另一间则

上方是窗户、下方是高高的柜台，据

说是为了方便骑马路过的客人，不必

下马就可以完成买卖。

古道悠悠，不知往来多少商贩。

“上街头，下街头，街长不见头；丝绸

缎，糖醋油，店面八百九。”一首当地民

谣唱出了这条古街往昔的兴盛。

如今，每到春季，细雨蒙蒙之时，

人们可以在古街老宅边泡上一壶茶，

细细地闲聊，欣赏周遭的景色，在雨

水的洗涤之下，在茶香的浸染下，更

好地感受瑶里的悠悠古韵。

悉心呵护下
守住浓荫密林

瑶里人常说，瑶里的“瑶”是瑶台

仙境的“瑶”。瑶里有宛如传说的美，

更有绵延千年的人间烟火。

瑶里的 230 多幢古建筑里仍住

着 1000 多名村民。早饭后，瑶里的

妇女们来到瑶河边洗衣说笑，河岸上

摆满了晾晒的竹竿。不远处，桥头的

大树下，几名老人坐在石凳上唠家

常，悠然自得。临近中午，缕缕炊烟

在山间萦绕、升腾，饭菜的香气不经

意间钻进鼻腔、沁入心脾，乡愁的味

道、山居的闲适，朦胧而又分明……

走过千年，瑶里依然生机勃勃，

这与瑶里的开发历程分不开。

“保护”的坚定贯穿于瑶里的发

展历史。瑶里留下了不少古代的“禁

伐”石碑，这是为何？“一里窑，十里

焦。”早年间，柴窑烧制瓷器耗柴量

大，后来瑶里转为生产釉果后，大量

木材又销往景德镇。但是瑶里人取

木有度，实行轮伐、间伐，禁止无序砍

伐。保护得当、细水长流，这才有了

千年窑火不熄。

瑶里一以贯之的保护性发展观

念，让当地森林覆盖率高达 94%，为瑶

里赢得了“林之海”的美

誉。瑶里的森林里，南方

红 豆 杉 等 珍 贵 树 木 蓬 勃 生

长，云豹、黑麂等保护动物自

在繁衍。

“今天，我们秉持的理念与

过去是一脉相承的，依然要以保

护为主。保护好森林，保护好古建

筑，不搞大开发。”景德镇市委副秘

书长、高岭瑶里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主任张金水说。

保护为主，民生优先。“不要忘

了 ，230 多 幢 老 房 子 里 还 住 着 1000
多 名 居 民 。 这 些 老 房 子 普 遍 卫 生

条件不佳，居民的生活质量有待提

升。”张金水说，“保护开发，首先要

考虑尊重村民们的意见，要将保护

开发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目前，

瑶里计划把部分破损严重、居住环

境差的房子置换出来，统一保护修

缮，适当打造新业态。

跟上文化休闲旅游行业发展趋

势，瑶里有优势。“我们有好山好水，

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有深厚的陶

瓷文化、茶文化和商帮文化。”张金

水展望着未来，“来了瑶里，不光是

体验拉坯成瓷、游览自然山水，更重

要的是要让游客深入了解景德镇乃

至中国的瓷茶历史文化。在后续工

作中，我们要继续加强史料整理、故

事挖掘、矿址保护，在创新旅游业态

上下功夫。”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村县瑶里村

古村白墙黛瓦古村白墙黛瓦 瓷韵茶香悠长瓷韵茶香悠长
本报记者 周 欢

“哗哗哗……”

“咚咚咚……”

青山间，瑶河清澈见底，河水

经过石砌水坝时发出清亮声响。

一处水碓正在作业，碓杆不停地

舂打碓臼内的瓷石，这是制作釉

果的重要环节。

景德镇传统制瓷原料主要为

釉果和高岭土，有“高岭土、瑶里

釉”的说法。瑶里镇今年 46岁的詹

和安从小就学习制作釉果，现在是

当地为数不多用传统方法生产釉

果的师傅。“制作釉果，要先将从

山上开采的瓷石敲打成小块，放在

碓臼内，用水碓将其捣成粉末状，

再进行淘洗等工序。”詹和安说。

“山田有鸟春种，水碓无人夜

舂。”这样的场景如今依旧可

寻——瑶河边的作坊里，水

碓日夜不停，水流冲击水车

板叶带动水车，水车则通过

轮 轴 带 动 碓 杆 ，使 得 碓 锤 抬

起、下落，重重砸向碓臼。如此

反复，昼夜不停，直至将碓臼内

的瓷石舂成粉末状。

瓷石粉末随即被倒入旁边的

淘洗池，撒上石灰，来回搅动淘

洗，砂石等废料沉入池底，上部的

泥浆进入沉淀池，待池内泥浆沉

积 到 一 定 量 ，再 将 其 舀 入 稠 化

池。当泥料水分下降到适合成形

时，用模具将其制成一个个重量 4
斤左右的不（dǔn）子。最后，将不

子晾干，即成釉果。

詹和安介绍：“生产釉果的技巧主要是从淘洗池

内将泥浆舀入沉淀池时，力气不要太重，避免将底部

沉积废料搅起，再一个就是控制好稠化时间，不能太干

也不能太稠。”

说起詹和安最拿手的传统水碓营造技艺，可就更考验

手艺了。水碓由水闸、水车、轮轴、碓杆等部分组成，营造流

程分为选址、垒渠、确定水碓形制、设计工房、制图、选料、建

造等，颇为复杂。“选址要在水流量大又不易受涨水威胁的

河岸。选料上，由于水碓常年接触水，水车、轮轴等要选用

受水不易腐烂的松木。”詹和安说。

最难的部分当属构件制作和安装。詹和安举例：“水车

的内外圆环由弯木板拼接制成，分为内弯板和外弯板，要

计算好弧度，使之拼起来成为一个正圆；水车板叶安装

也要到位，否则会影响水车转速。”

2021 年 5 月，水碓营造技艺（景德镇瓷业水碓营造技

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同年 9 月，詹和安成功申报成为这一技艺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在，他带了 3 个徒弟，把自己

30 多年练就的手艺传授给他们，好让这门技艺后继

有人。詹和安还会拍摄制作水碓的视频，分享在互

联网平台上，让更多人对水碓营造和釉果加工技艺

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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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瑶里村位于景德镇东北端，因

瓷业兴盛而闻名，在当地被誉为“瓷之源”，这里的茶业同样兴盛，

被称为“茶之乡”。

瓷与茶给村子带来了繁华，时光流转，如今村内的古窑水碓依

然述说着陶瓷的故事，古街石碑见证着往昔商贸的兴盛，雕梁画栋

仍演绎着古老的传说。2014 年，瑶里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瑶里有 230 多座明清时期的老

屋，属于典型的徽派建筑，其中最为

宏大的是程氏宗祠，如今被改为瑶里

博物馆，陈列着宋斗彩、元青花等

各式瓷器，记载着瑶里的历史

变迁。

如 果 时 间 充 裕 ，从 瑶

里往景德镇方向驱车十几

公里，可以游览高岭国家矿

山公园和转运釉果、高岭土的东

埠码头；往安徽黄山方向开车 5 分

钟，可以抵达绕南古陶瓷博览区，那

里保存了多处宋元明时期的古窑遗

址，以及大量的古矿洞、古水碓等瓷

业遗迹。

■游览贴士R

水车

轮轴 碓锤

碓臼

碓杆

■走进传统村落R

瑶里地处赣皖交界，依瑶河而

建，四面环山，瑶里的古建筑有哪些

特点？蕴含了什么文化意味？

首先，瑶里的古建筑带有浓郁

的徽派风格：白墙灰瓦马头墙，绿水

青山碧蓝天，建筑之美与自然之景

相互映衬。

这里的老屋也能看到徽派建筑

精美的三雕——砖雕、石雕、木雕。

瑶里现存最大的古建筑程氏宗

祠，雕饰丰富、主题多样。门楼石雕刻

有两个大字“惇睦”，意为希望族人“惇

厚诚实、相敬和睦”，左右两侧为“喜鹊

登枝”“鹤鹿争春”“丹凤朝阳”“鲤鱼

跳龙门”4幅石雕图案，祥瑞喜庆。

瑶 里 的 木 雕 让 人 印 象 格 外 深

刻。瑶里山林繁茂，盛产木材，将徽

派木雕艺术演绎出新的高度。最具

代表性的是一幢名为“狮冈胜览”的

徽派合院式民居——院内的梁柱、

窗 楣 …… 无 不 镶 有 精 美 繁 复 的 木

雕，题材多取自古代名著、神话传说

等，多层镂空，画面立体分明，场景

人物惟妙惟肖。徜徉其间，宛如置

身于一座木雕艺术馆，又仿佛坐在

戏台下，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似

乎就在眼前上演。

其次，瑶里古建筑的布局也别

出心裁。

在瑶河西岸上游，房子并非与

河岸平行，而是倾斜一定的角度，房

子间也非并排成列，而是下游的房

子比邻幢上游的房子靠里，让出小

块土地。于是，从瑶河西岸上游往

下游走，沿河的路越走越宽。

据当地人介绍，如此建造，一是

为了弘扬谦让文化，房子往里让三

分，凡事也都要让三分；二是为了美

好 寓 意 ，希 望 从 这 里 走 出 去 的 人 ，

“路”会越走越宽。

瑶里的古建筑群
本报记者 周 欢

图⑥：瑶河西岸边的老屋渐次靠里，沿

河道路渐渐变宽。

图⑦：瑶里繁盛的森林。

图⑥、图⑦由浮梁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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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瑶里程氏宗祠的外墙。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②：瑶里博物馆展出的宋代瓷罐。

刘立功摄（人民视觉）

图③：瑶里古建筑内的木雕。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④：瑶里博物馆展出的清代青花描金瓷盘。

刘立功摄（人民视觉）

图⑤：水碓及碓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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