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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Ⅰ

摘 要

本文对 25 个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出土原始瓷片，3 个武夷山市竹林坑遗址

出土原始瓷片以及 4 个永春县辽田尖遗址出土原始瓷片，共计 32 个样本的胎、

釉主化学元素组成成分进行了测定，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对测定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葫芦山遗址原始瓷胎体是以瓷石为原料的一元配方，元素组成特征

上符合我国南方早期石英——云母系瓷的特色。辽田尖、葫芦山胎体配方仍处于

探索阶段，原料选取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而竹林坑样品的烧制工艺水平较之这两

个遗址已具有了一定的先进性。三处遗址出土原始瓷的釉料均是由制胎粘土中掺

和草木灰配制而成。竹林坑的窑工们已经初步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原始瓷釉料的配

方技术，有利于提高原始瓷产品的烧制成功率与成品合格率。

此外，本文还对葫芦山原始瓷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将其与它相邻较近

地区出土原始瓷胎、釉化学组成成分数据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浙江江山出土原始

瓷与葫芦山样品关系密切，葫芦山原始瓷一部分可能来源于浙江地区的输入，一

部分则可能是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本地烧造。

关键词：葫芦山遗址；原始瓷；多元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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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Ⅱ

Abstract

This paper produced archaeometry studies on 25 pieces proto-porcelain of

Hulushan site, 3 pieces proto-porcelain of Zhulinkeng site and 4 pieces

proto-porcelain of Liaotianjian site. The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body and

glaze of the samples were applied the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includ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to-porcelain of Hulushan site was manufactured

with a single formula, of which the porcelain stone composed the raw material.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quartz-mica

porcelain in the southern China.The body formula of the proto-porcelain of

Liaotianjian and Hulushan site wa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 selection of

raw material also show some primitive features. However, Zhulinkeng samples show

more advanced characters than the other two sites in some extend. Ou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glazes of the samples from all the three sites were made from a

mixture of clay with fired grass ash. The manufacturer of Zhulinkeng kiln have

initially mastered the more advanced proto-porcelain enamel formula technology,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success rate in firing

manufactur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o-porcelain of Hulushan sit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body and glaze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unearthed in the nearby Zhejiang and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to-porcelain unearthed in Jiangshan, Zhejiang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ulushan samples. We argue that part of the proto-porcelain of

Hulushan site sh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input of Zhejiang, while others were

manufactured locally with the influence of Wu and Y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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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葫芦山遗址概况

葫芦山遗址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东南约 1公里处(图 1.1)，由

南北两座各自独立的小山丘构成，形似葫芦，被当地人称作“南岗”和“北岗”。

1990 年至 1992 年，福建省博物馆与闽越王城博物馆对葫芦山北岗进行了三次大

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共 800 平方米。发现有时间上相等于华夏中原区西周时期

的建筑基址、商代居址和窑址，以及龙山时期至夏代的文化遗存
[1-3]

。2014 年 9

月至 12 月，经由国家文物局审批准许，福建博物院、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武夷山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这处遗址进行再次发掘。本次发掘面积 365 平方米，发

现了一批灰坑、灰沟、柱洞以及建筑台基、窑址等遗迹现象，初步揭露出一处新

石器晚期至商周时代的古聚落遗址
[4]
。

图 1.1 葫芦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4]

葫芦山遗址所处的武夷山市，属闽北地区。武夷山市地处闽江上游，大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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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脉绵亘赣闽边境，使从浙南经福建到粤东之间的东南沿

海山地丘陵地域相对独立的天然地舆环境，如此的地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闽江流域尤其是闽江上游区域早期古文化与外部的文化交换互动。地舆条件的制

约下，阻碍了闽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的交流活动，致使闽江流域形成了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一块地理小单元，流域内部诞生的原始文化长期处于半封闭的发展环境中。

因此大河流域内部的古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一致性，构成这一统一内部小区系文

化产生发展的基础
[5]
。

上世纪 90 年代发掘工作中将葫芦山遗址地层划分为 5层，其中第 3、4、5

层是其主要文化层。该遗址第 4层主要是其文化晚期的建筑基址，发现有较多石

锛与石镞等。这次所发现的陶窑也基本位于 4层下，第 5层是陶窑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物形成的堆积层。本次发掘共发现陶窑 23 座，大多遭到晚期建筑基址

不同程度的破坏。每座窑形状不一，多数平面呈“8”字形（葫芦形），个别呈圆

形或长条形。窑的大小与朝向也不尽相同，小的不足 1米，大的窑体长达 4-5

米，其中 Y3 达到 5米左右，主持发掘者杨琮先生认为是其承担的功能不一所导

致的大小不同。窑址之间既存在平行关系又有叠压打破关系，这表明在时间上存

在先后差别并且应该处于一段较长的时间跨度之中。从出土遗物内涵来看，仍属

于同一文化类型。从窑的结构来看，所发现的窑的结构都基本相似，大多是横穴

式。但其窑的复杂程度有所不同，如 Y9 号窑设有两个位于窑室后部的烟囱，Y8

发现两条环窑壁的弧形火道，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窑炉，有利于提高这一时期陶器

烧制成功的概率和成品质量。

2014 年度发掘工作将该遗址地层划分为 4层，第 4层仅见于发掘区中部以

南。本次发掘的两座陶窑都属于第一期的文化遗存，位于第 3层下。其中，Y1

的结构为半地穴式窑，窑上部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窑下部基本保存完整，全长

2.27 米，由窑室、火道和火膛组成。Y2 由于后期破坏严重，窑室、火膛基本无

存
[6]
。Y1 窑室内堆积分为两层，第①层堆积为厚 0.1～0.2 米较疏松的黄褐色土，

含较多红烧土块，应是窑顶坍塌后形成的堆积，有少量陶片；第②层为厚 0.1～

0.2 米较致密的灰黑色土，包含较多大石块和大量的红烧土块，近底部有较多炭

粒。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夹砂陶片和泥质陶片，纹饰上以素面为主，篮纹、绳纹占

有一定比例。火膛内堆积较为致密的红色偏黑土，东北部见大量红烧土块，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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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存有较多炭粒。Y2 现仅残存平面近似椭圆形的灰烬面和部分红烧土块堆积，

底部见有一定数量的炭粒和红烧土块。

根据现有资料，结合所处区域考古学背景来看，葫芦山遗址可分为早、中、

晚三期文化类型，分别对应闽江流域上游史前文化序列的牛鼻山文化类型
[7-8]

（5000—4000B.P.）、马岭类型
[9-10]

（4000—3600B.P.）、白主段类型
[11]
（3500—

3000B.P.）。

闽江上游，闽西北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牛鼻山 M1-M13

为代表的牛鼻山文化。陶器遗存从陶质上表现为以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

色基本为灰陶，较少红陶与黑陶，绝大多数均饰素面，后期开始出现黑衣陶。陶

器类型主要有罐、豆、壶、鼎，还有钵、三足盘以及纺轮等。石器主要有石锛、

箭簇、石斧、石戈等。14 年度葫芦山遗址发掘，遗址中早期陶器主要出土于 Y1

的废弃堆积内，以泥质陶和夹砂陶为主，陶色主要为灰色和红色，大多为素面。

可辨器型以钵、豆、釜、鼎、罐类器为主
[4]
。与牛鼻山文化类型相似。

福建省内以黑衣陶为主体文化的遗址最早发现于马岭墓葬中。马岭类型是牛

鼻山文化之后出现的在时间上与中原夏商时期相当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

化。马岭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位于闽西北光泽县境内，富屯溪上游大乾河东岸。

上世纪 80 年代初，省、地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土坑墓两座，部分遗物暴露地表。

两座墓葬共出土 45 件陶器，其中灰硬陶约占 44%，红、黄软陶约占 55%并且约有

一半饰黑衣或褐色陶衣。器形主要有凹底高领罐、长嘴盉、曲腹盆或杯、单把壶、

圜底盂和钵等。主持发掘者林公务先生
[10]
认为马岭类型陶器与浙江江山南区肩头

弄遗存的同类陶器在胎质、造型及其纹饰方面几近雷同，因此它们大体上应属于

同一区域内的同一文化类型，且马岭类型文化与闽江下游黄瓜山文化以及浙赣边

界的考古学文化皆有所联系。

白主段类型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陶器多为泥质陶或灰

硬陶，印纹陶数量占绝大多数，鲜有素面，拍印纹饰有云雷纹、方格纹、细绳纹、

篮纹、席纹、曲折纹、菱格填线纹等。代表性器物有敛口豆、圈足杯、釜、钵、

长腹罐、三足盘、折肩尊等。葫芦山遗址晚期出土陶器有泥质陶、灰硬陶、夹砂

陶等，灰硬陶和泥质陶最多，纹饰种类繁多，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原始青瓷，器

形主要为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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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陶瓷科技考古概况

宋应星
[12]
在《天工开物·陶埏》一文中对陶器工艺基础进行了高度的科学概

括，“水火既济而土合”。陶器的发明与使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考古学上一般将陶器的出现和使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13]
。

1.2.1 中国古代陶瓷科技的发展

中国是最早出现陶器的文明古国之一，同时也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

具有长达万年的陶瓷烧制历史，陶瓷工艺发展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中科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一书

中用五个里程碑以及三大技术突破高度概括了我国陶瓷的发展进程
[14]
。其中“五

个里程碑”是以时间顺序以及各时期典型陶瓷器的烧制成功为标准划分而成。

第一个里程碑是以早期陶器的出现为标志。根据目前考古资料
[15]
，北京大学

吴小红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研究成果显示遗址出土最早的陶

片年代距今 19,000～20,000 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说明

陶器在农业出现一万年前甚至更早就被烧制和使用了
[16]
。新石器时代晚期印纹硬

陶的发明以及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烧制成功作为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一般认为印纹硬陶首先出现在江南地区距今 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其

所用的原料已不再是易熔粘土，而是一种含有较低 Fe2O3元素、化学元素组成比

较纯的粘土，提高到平均 1100℃左右的烧成温度。印纹硬陶出现后不久，又出

现了原始瓷。有关原始瓷，李家治和罗宏杰先生下了一个定义“商周时期所出现

的，以瓷石为制胎原料所制作的具有较低吸水率的带釉陶瓷产品”
[17]
。原始瓷胎

所用原料含有更少的 Fe2O3，一般在 3%以下，烧成温度一般提高到 1200℃左右。

原始瓷内外表面或仅在外表面施有一层厚薄不均的玻璃釉，一般胎釉结合不好，

易剥落。原始瓷胎较致密，略有吸水性，断面略有玻璃态光泽，说明其烧结性能

较好，但原料处理粗糙，有时用肉眼可见釉层下的粗颗粒石英砂和较大的气孔。

原始瓷釉中 CaO元素含量较高，通常称之为钙釉，是我国独创的一种高温釉，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温釉
[18]
。东汉晚期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的烧

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大飞跃，自此以后世界上就出现了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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