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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夏坐落于长江中游南岸，是武汉市的南大门，素有“楚天首县”之称。在这里有一

片烟波浩渺、风光旖旎的水域，自古以来这里便以物产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厚重而著称于世。

湖泗瓷窑址群位于武汉市江夏区，于 1974 年在江夏湖泗夏祠首次发现。窑址群主要分

布在梁子湖西岸、斧头湖周边及鲁湖的西岸，跨越七个街45个自然村。各类大小窑堆180处,

以龙窑为主，有少量的馒头窑。分布范围南北长约 40 公里 , 东西宽约 30 公里，窑堆总面

积约 52 万平方米。其产品主要有青白瓷和青瓷两种，瓷器的种类主要有壶、罐、碗、盘、

碟等日常生活用器，造型规整匀称，胎以灰白色为主，釉面匀净晶莹，有的器物的内外壁

还刻划菊瓣、莲瓣、团花、婴儿戏水等纹样。

湖泗瓷窑址群规模大，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烧造年代从晚唐五代一直延续到宋

元时期。它填补了长期以来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窑”烧造的空白，丰富了中国瓷器史的

内涵，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本展览以打造江夏区“湖泗瓷窑址”历史文化名片为主，将沉睡了干年的江夏湖泗古

窑再现昔日陶瓷生活的繁荣盛景，让江夏湖泗窑这一颗璀璨的江城明珠，绽放出更加耀眼

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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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瓷产品欣赏

青白瓷四系罐 青白瓷塔盖执壶

青白瓷钵 青白瓷碗

青白瓷弈棋瓷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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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瓷六管瓶 青白瓷瓜楞壶

青白瓷葵口碗 青白瓷枕

青白瓷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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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坛 釉陶双系罐

青白瓷碗 青白瓷碗 青白瓷碗（2）

青瓷釉陶罐



6

湖泗瓷窑址群分布示意图

江夏斧头湖青瓷分布示意图

江夏梁子湖青白瓷窑址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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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址照片
自上个世纪末页开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接连不断发现和挖掘出了大量的古瓷窑

遗址群。

湖泗夏祠村栗林夏窑址保护标志

土地堂青山村细屋曾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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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泗浮山村上浮山窑址

湖泗浮山村下浮山窑址

湖泗浮山村下浮山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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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福远景陈司窑址远景

舒安官山村黄斌窑址

土地堂陈家咀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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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土
制瓷所用的瓷土都要取材提炼。一般先
依山采土，然后碓春，并将其中色澄质
细者用溪水淘洗干净，再制成砖状的瓷
土块待用。

练 泥
将瓷土放入缸中，以水浸没 , 再用木棍
不断地搅拌分离杂质，接着用马尾细箩
过滤；最后将泥水倒入下铺细纱布的无
底木匣内；待水干后取出，并用铁锹翻
动使之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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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 匣
瓷坯在入窑前必须装在匣钵内烧制，才
能防止制品互相粘结，提高质量。匣钵
为拉坯制成，所用的材料是较粗劣的坯
土,成型后将其入窑空烧,再装坯烧制,
这个过程就为 “镀匣”。

修 模
古代烧制圆形瓷器 , 每一器物必先有一
个模子，只有这样，瓷器的大小款式才
可整齐划一。而模子必须同原器相似，
且不能过大，约一尺的模坯烧成后会收
缩至七八寸。所谓修模，而不叫造模 ,
是因为一个模子通常要经过数次的修整
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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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料
瓷器所用的色釉料 , 都须经过挑选、洗
净、入窑炼熟的步骤。而瓷器上釉色之
后，又要在外施一层白釉以呈现斑驳的
色彩。

做 坯
方法一般有两种：对于圆形器， 用拉
坯车拉坯而成；对于方形或有棱角的器
物，则将坯泥用布包裹后 , 以平板拍成
片，再裁剪粘合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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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坯
圆形器在拉成坯阴干时，为了防止碎裂，
就需要印坯的工序。在坯稍干时，将泥
坯置于模子内，或用手拍按使其周整 ,
或将坯用小轮车旋转印拍，最后再阴干。
接着，乳料工将器坯排列在长条的直木
上，运送至下一道工序。

旋 坯
瓷坯的形制是由坯模而定，但器内外的
光洁度却需要旋削加工而成。旋坯有专
门的轮车，车中心立有一木椿，大小与
坯形相似，椿顶部用丝帛相裹以护坯。
使用时将坯倒扣于椿上 , 一边转动一边
用刀旋削，这样坯里外都能平整如一。
古时制瓷，一般都将器把、坯足加长
二三寸，为了便于画坯蘸釉时把握；待
各项工序完成后，再由旋削工去柄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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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坯 
画坯犹如添衣，是体现陶瓷器自身美感
的重要步骤。古代画坯，分工十分明确
细致，“画者不染 , 染者不画”，另外
还有锥工、雕工、镂工等。一件青花釉
里红的制作 , 就需要画工先将红彩画于
器上，而釉外的青花边线是出自旋坯工
之手，器底的题款则由落款工完成，就
为“镀匣”。

荡 釉
荡釉也称为上釉 , 主要有三种旧法：对
于方形或有棱角的器物，是用毛笔蘸釉
涂于器上，缺点是釉层不匀；对于圆形
器，通常都用将其放入缸内蘸釉的方法，
但如果器物过大 , 由于器重极易破损；
所以对大件圆器都用吹釉的手法，以一
端蒙细纱的竹筒将釉吹于器上 , 其次数
从三四遍到十七八遍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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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窑
窑炉呈长圆形，犹如倒置的翁罐，高宽
约为一丈有余 , 窑深则是高宽的数倍以
上；其上罩有窑棚，烟囱有两丈多高。
瓷坯制成后 , 装匣入窑 , 在窑炉内都呈
分散排列。窑火有前中后的区别，一般
视釉层的厚薄来定位放置。烧窑时则将
炉砖留有一孔，用以试火照（又称“火
标”, 烧窑时用以检验窑内温度和坯件
成熟情况的一种试片 ), 火照若熟就止
火，熏闷一昼夜后才可开窑。

开  窑
烧制瓷器的成功与否，窑火是关键。通
常，开窑需三日，当窑中的瓷匣还呈紫
红色时，窑工进窑取瓷。开窑工先用数
十层湿布蘸冷水包裹头、脸、肩、背等
处，然后入窑，并在热窑内放入新坯烘
培 ,以去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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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器 
五彩、斗彩以及珐琅彩器都需将各种色
料研细调和才能上色。用色的方法有三
种：用芸香油调和，用胶水调和及用清
水调和，且都各有长处，油调便于渲染，
胶调易于涂抹，水调则有利于堆填。

炉 烧
白瓷加彩后，需要复烧以固色。而此烧
炉又不同于窜炉，有明炉和暗炉之分。
明炉是开放式的，专用以烧制小件瓷器；
暗炉为封闭式，高三尺径长两尺，专烧
大器，可使器物受热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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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上浮山，下浮山，中间有个夏祠湾”，这是流传在湖泗境内的一首民谣，从青白瓷钵、

青白瓷弈棋瓷枕、青瓷釉陶瓷等文物的出土，到对实施湖泗瓷窑址保护规划，从湖泗瓷窑

群址的发掘，到打造江夏“湖泗瓷窑址”历史文化名片，都在向我们展示江夏地区大地璀

璨瑰丽的历史风貌，凝聚着江夏这片古老土地的永恒灵魂。 

在这里有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里出土过象征王权的青铜甬钟，这里发掘的“湖

泗窑址群”，是研究我国南方龙窑的结构和烧成技术的知识宝库；而随处可见、散落于乡

间的古树、古桥、古房屋也在沉默中向世人诉说湖泗的历史。

在这里湖泗瓷窑群规模大，分布广，延绵的时间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窑址中

实属罕见，再现了湖北地区 1000 多年前陶瓷生产的盛况，改写了江夏无陶瓷的历史，引起

了中外陶瓷专家的高度重视，已故中国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对湖泗窑给与了高度的评

价，称之为“一个重要的发现”。

湖泗窑群址的发现是长江中游古陶瓷生产的一个重要的链接，对今后陶瓷的考古和开

发梁子湖、斧头湖的陶瓷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是南方和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的陶瓷生产历史得到了衔接，使中国大地陶瓷生产的长河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