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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成都邛崃的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青山环抱，清流潺潺，风景如画。正是最美
四月天，园内绿草茵茵，垂柳依依，红叶桃花热
烈绽放，为往来的游人更添一份喜悦。

邛窑是古代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瓷窑场，
始烧于南朝、盛于晚唐五代、衰于宋末，延续800
余年，以其堆积厚、产品丰富、连续烧造时间长
而著称。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开放面积19.6
公顷，包含遗址保护展示区、临展馆、考古工作
站、传承人工作室、制陶体验区、大师工作站
等，具备科研、教育、文创、游憩等多重功能。

厚重的历史

在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分布着 14 个窑
包，如明珠散落在山林间，引人入胜。沿着林荫
小路前行，曲径通幽处，便是古窑遗址。

邛崃市文保中心主任罗冬梅介绍，邛窑并非
单一窑址，而是南河十方堂、固驿瓦窑山、西河
尖山子、白鹤大渔村、柴山冲、黄鹤、官庄7处古
瓷窑遗址的总称，它们的制作工艺、装烧方法相
似，窑与窑之间前后承袭、相互影响。其中最具
影响力的是十方堂、大渔村和瓦窑山邛窑遗址，
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邛窑共经历了 5 次考
古调查和3次正式发掘，发现了唐代建筑遗迹、龙
窑、馒头窑、作坊遗址，出土遗物数以万计。

1号窑包龙窑遗址是十方堂遗址迄今发现最完
整的斜坡龙窑，长达 42米，宛如一条长龙卧于窑
场中心山体上。窑前工作区、窑门、燃烧室、窑
床、窑炉壁、烟囱、窑尾护坡墙，构成了龙窑的
有机整体。窑门朝西，低于地面3米，窑炉沿山体
而上，烟囱位于山顶，窑尾修筑了 5 道台阶式护
坡。窑床坡度为15度至17度，专家称这是中国古
代斜坡龙窑最科学的坡度。这座龙窑先后经过至
少7次较大的整修，可见它是当时最重要的大型生
产窑炉。

一幅示意图展示了斜坡龙窑的装烧过程：将
炼制好的瓷泥拉坯、模制成型后，经过修整、釉
下装饰、施釉、晾晒后，便可入窑烧制。邛窑的
斜坡龙窑均以木柴为燃料，点火后，火焰从燃烧
室经窑床由低到高流动至烟囱，充满整个窑室。

龙窑遗址的展台上展示着两个匣钵，用耐火
材料制成，是陶瓷烧造过程中装填坯件的主要容
器。匣钵上沿有散热孔，钵壁厚实，色如铸铁，
大小跟家用砂锅差不多，却远比砂锅重。唐宋时
期，邛窑瓷器入窑烧造时大多放入匣钵中，称为
匣钵装烧。这样的装烧方式大大减少了瓷器釉面
污染，也使得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受热更均匀，同
时，层层重叠的匣钵稳定性大于垒叠的瓷器，减
少了垮塌几率，大大提高了成品率。

东部台地作坊区也是一处重要遗址。从唐代
早期至南宋末年，1号窑包进行瓷业生产近 5个世
纪，持续使用这处台地作坊区。现存遗迹包括作
坊基址、水井、灶坑、釉料炼制坑、灰沟等。

北部平地作坊区紧临中心山体北侧，主要分
布着从五代到宋末的作坊、储泥池、陈腐池、釉
缸、水井等各类遗迹。其中，5号作坊是一处修筑
较为规整的作坊建筑，多以废弃匣钵砌墙、铺
地、筑井、造池，根据这些遗迹可以推断出从胎
土备制到器表施釉的制瓷流程。

斑斓的彩瓷

走进邛窑临展馆，一件件文物诉说着邛窑长
达 8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令人浮想昔日窑火兴旺的
盛景。

邛窑是中国最古老的民窑之一，以青瓷生产
为主，釉色多达 20余种，产品种类丰富，涵盖饮
食起居、文玩、建筑构件、佛教用具等。邛窑对
南北方窑业技术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在长期生
产过程中开创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如乳浊釉、
复合彩绘装饰、高温三彩等，对古代陶瓷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

眼前的一组青瓷器为邛窑早期产品，主要是
杯、壶、盘等日常生活用品，风格简单粗犷。隋
代青瓷高足盘盘面大而浅，喇叭形高足，釉色青
黄，是邛窑早期较为精美的产品。专家研究发
现，邛窑的青瓷生产与宁绍平原、长江中游等地
的制瓷技术紧密相关。

与青瓷高足盘年代相近的白瓷高足盘，喇叭
足更高一些，显得高挑优美。罗冬梅说，这些白
瓷产品显示了邛窑与北方窑场的密切关系。南朝
至唐代早期，邛窑广泛运用化妆土技术，使得白
瓷生产质量较为稳定，并为后来釉下彩瓷的大量
生产奠定了基础。

唐代中期开始，邛窑一改“南青北白”“重釉
不重纹饰”的传统，将胎装饰和釉装饰、高温彩
绘和低温彩绘、釉下彩绘和釉上彩绘集于一体，
开创了彩绘瓷的新局面，堪称中国陶瓷发展史上
新的里程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
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到邛窑遗址考察后说，高低温
釉下彩、三彩是邛窑的代表作品，较早烧制成
功，其工艺传至江南诸民窑。

唐代青瓷褐彩“临邛”文字杯引人注目。杯
身中央以釉下褐彩书写“临邛”二字，是目前所
见最早标注产地地名的邛窑瓷器，也是迄今考古
发掘中仅见的一例。

邛窑是中国最早生产釉下双彩瓷器的窑场，
其中最常见的是褐绿双彩。青瓷褐绿双彩草叶纹
盘口瓶腹部装饰褐绿草叶纹，盘口装饰釉下绿彩
点纹，是邛窑釉下双彩瓷器的代表作。青瓷褐绿
双彩刻划莲花纹大盆纹饰生动，盆底刻绘折枝莲
纹，内壁刻绘一周变形波浪纹，主题花纹均施淡
黄釉，衬以绿、褐双彩，颇有“镜湖三百里，菡
萏发荷花”的意境。

晚唐到五代时期，邛窑在器物成型、支烧施
釉等方面进行技术革新，生产出独特的邛三彩瓷
器。邛三彩体形轻巧，釉面光亮，黄、褐、绿三
色绚丽夺目。十方堂5号窑包出土的邛三彩杯以模
制方式成型，喇叭形小高足采用接足工艺，通体
施黄釉，装饰褐绿相间的条纹，色彩鲜艳明丽。

砚台、水盂、花瓶、香炉、茶盏……邛窑器物透
露出古人雅致的生活情趣。宋代省油灯是邛窑瓷
器中极具创意的产品，灯盏设计成中空的夹层，使
用时在夹层中注入清水，利用水蒸发降温的原理降
低油温，减缓油的燃烧速度，达到降低油耗的目的。

鲜活的技艺

参观龙窑遗址，体验古法拉坯，开展模拟考
古……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在邛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内举办。学生们亲手触摸历史遗迹，
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近距离感受邛窑的魅力。

“非遗传承人何丹老师亲自教我拉坯的技巧和
方法，我觉得很有趣，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来这
里学习。”邛崃市文昌小学四年级学生王馨锐说。

何丹是“邛窑烧造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
他在遗址公园内开设了工作室，复原邛窑古陶瓷
烧造技艺，让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陶瓷烧造。

类似的传承人工作室还有几家。周琴曾师从
何丹，如今在一家工作室负责陶瓷生产。她身后
的货架上，青瓷茶具、酒具等文创产品整齐排
列，色泽温润。

“这套茶具叫‘思雨’，是网红产品，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周琴说，“我们延续了
邛窑青瓷和邛三彩的工艺，又在釉色、形制等方
面进行改良，一壶配四杯，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
需求。传统的杯形‘微胖’，我们给它‘收腰’。
你看这杯子，身材苗条，颜色嫩绿，取名‘思
雨’，像不像青春亮丽的女孩子？”周琴一番话，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古汇堂、十方书馆、邛崃散花书院、觐见邛
三彩博物馆……公园里的文创机构各具特色，为
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体验。

新邛窑由韩国郑东熏教授主持，中、韩、英
三国 30余名陶艺家参与设计、建设，采用传统龙
窑和馒头窑造型，结合传统柴窑特点和现代先进
技术，是一个集教学、参观、实验、学习于一体
的柴烧窑。自2018年2月开窑以来，已举办200余
场陶艺文化活动。

大师工作站及国际交流中心引入200余位艺术
家，通过展览、讲座、论坛、教学实践、创作体
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让古老技艺
融入大众生活。

“邛窑柴烧艺术季”将柴烧创作与文创市集、音
乐表演、美食派对等融合，深受年轻人喜爱，荣获
2023年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特色活动推介”。

当地政府还积极实施“邛窑传播计划”，与景
德镇陶瓷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
合作开展考古研究、文创开发、产学研基地建
设，通过现代创意激活邛崃历史文化资源，让邛
窑遗址真正“活”起来，在新时代焕发异彩。

为纪念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
可·波罗逝世 700 周年，近日，由威
尼斯市政博物馆基金会与上海博物
馆联合主办的“马可·波罗的世界：
一位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的旅行”
展览在意大利威尼斯总督府开幕。

此次展览聚焦马可·波罗所处的
时代，通过他的视角，展现古丝绸
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展
览分为九大板块，从考古、货币、游
记、制图学、信仰、王朝等角度，引领
观众走近这位家喻户晓的旅行家，
跟着他漫游世界，探索 12世纪至 16
世纪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联系。

展 览 共 展 出 来 自 中 国 、 意 大
利、英国、法国等 10 多个国家、近
50 家文化机构的约 300 件展品。参
展单位包括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法
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博物
馆、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和多家意大利文化机构。其中，上海
博物馆作为联合主办单位，遴选48件 （组） 馆藏文物，与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出借的1件 （组） 展品共同构成展
览中的中国篇章。这些文物涵盖陶瓷、漆器、丝织品、金银器、玉
器、印章、钱币等多个门类，重点展品包括元代景德镇窑卵白釉加
彩梵文碗、元代景德镇青花缠枝牡丹纹瓶、剔红东篱采菊圆盒、至
大通宝、成吉思汗金币等，再现了 《马可·波罗游记》 中地大物博、
文化昌明、多元统一的古代中国，与意大利等国家的文物相呼应，
共同讲述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史。

威尼斯市长路易吉·布鲁尼亚罗表示，展览为观众展示了马可·
波罗所在的世界，充分体现了其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对于不同文明的
尊重与包容。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表示，希望通过精心挑选的馆
藏文物，展现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与文化交流，让意大利观众感受
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

此次展览将在威尼斯展至 9月 29日。作为交流展览项目，展览
经过重新策划和调整优化后，将以“寰宇东西：马可·波罗眼中的中
国与世界”为题于今年11月亮相上海博物馆。

肥牛粥、清蒸鱼、烤兔头、煨鸡汤……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吃什
么、怎么吃？出土于湖南省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的简牍《食方》，记载
了西汉初期湖湘地区的食物烹饪方式。一枚枚竹简，将古人与美食的故
事娓娓道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春龙介绍，虎溪山一号汉墓的墓主
是西汉第一代沅陵侯吴阳，这里出土了1300余枚简牍，其中包括记录当
时各种肴馔制作方法的简牍 300余枚、约 2000字，后被简牍整理者命名
为《食方》。

由于埋藏地下时间长，这些竹简朽坏严重。经过文保工作者的修
复，竹简上书写工整的文字清晰可辨，释读出的食谱内容丰富有趣，宛
若一本沅陵侯府的“美食烹调大全”。

“虎溪山汉简 《食方》 记载的食材丰富多样，既有谷物，又有马、
牛、羊、鹿、鸡等动物性食材，还有作为调味料的盐、醋、酒、肉酱汁
等。”张春龙说，《食方》 中呈现的烹制流程十分考究，从宰杀动物到处
理食材，再到妙用佐料和精致摆盘，体现了汉代贵族“食不厌精、脍不
厌细”的饮食习惯。

“古代贵族的饮食文化里，煮饭都十分讲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简牍整理工作人员杨先云将 《食方》 中几枚记载烹制主食的简牍译成
现代文，大意为：“将米淘洗直至水清，沥干后放置一会儿，先蒸底层的
米，再反过来蒸一遍。随后将蒸好的米从蒸具中拿出放在盎中，或者放
置在素巾之上，扇排蒸汽，继续添水后再正反各蒸一次。”

“精选细淘、反复蒸制，只为让米饭能达到最佳口感，足见西汉贵族
在饮食方面的追求。”杨先云说，这种追求还体现在对食品原材料安全的
重视。《食方》 中，常见“去其毛”“以水洒之”“斟去其沫”“去其皮
肠”“去其足及萃”等，说明古人在烹饪时十分注重食品卫生。

《食方》 包括多种常用烹调方式，如蒸、煮、煎、烤、熬等。“现代
人喜欢撸串，汉代贵族也同样喜欢烧烤。”杨先云说，“古人会用竹签将
处理干净的肉类串起来，放在火上炙烤，再用调料调味。”她举例介绍，

“茱萸”“木阑”等是 《食方》 中常见的辛味调料，体现了湖湘地区喜辣
的饮食习惯。此外，还记载了古人处理食材的小技巧。如何将猪毛处理
干净？——“烧齐毛……以手逆指之掾”。杨先云介绍，古人去除猪毛
时，会先用火烧，再用手逆向薅拔未烧尽的边缘部位毛发，而鸡毛则是
用热水烫，这样可能更省力。

“ 《食方》 详细记录了西汉初年各种食物的加工方法，直观展示了
西汉王侯贵族的饮食习惯，填补了古籍中有关古代食物制作流程记载的
空白。”杨先云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格、白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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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两千年前精致食谱

宋代乳浊浅绿釉省油灯。

五代邛三彩杯。

唐代青瓷褐绿双彩刻划莲花纹大盆。 唐代青瓷绿彩斑纹执壶。

唐代青瓷褐彩“临邛”文字杯。 邛崃市西街小学学生在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观看窑工演示古法拉坯。
本文图片均由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服务中心提供

邛崃市西街小学学生在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观看窑工演示古法拉坯。
本文图片均由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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