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磁灶窑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磁灶窑址>>

13位ISBN编号：9787030315526

10位ISBN编号：7030315529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福建博物院，晋江博物馆　编著

页数：4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磁灶窑址>>

内容概要

　　本书是福建博物院、晋江博物馆编写的关于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一带分布的古代窑业遗存的考古
调查、发掘与研究的报告书，全书共有四章及附录。
第一章
介绍磁灶窑南朝晚期至宋元时期10处窑址的调查、发现情况。
第二、三章是1995年对土尾庵窑址、2002-2003年对金交椅山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较全面、系统地分
别介绍了二处窑址考古发掘揭露的窑业遗迹及遗物。
第四章
是依据考古资料对磁灶窑的年代分期、窑业性质、工艺技术及其产品的海内外贸易和消费状况进行的
分析与探讨。
附录收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所藏磁灶窑陶瓷精品的介绍以及日本、菲律宾学者对海外发现的磁灶
窑陶瓷的论述。
本书》是研究磁灶窑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适合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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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间隔具垫饼金交椅山窑址的垫饼，呈薄片状，有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等，从
垫饼上的遗痕看，它们主要用于圆器类的如罐、瓶、执壶等器物；有的垫饼甚至两面都有遗痕，说明
是垫在两件器物之间，起间隔作用的。
由于要使器物在垫饼上保持稳定，而且这些垫饼上还保留有器物的印痕，表明使用时的垫饼是湿泥状
的，因此可能是一次性。
土尾庵窑址的垫饼为圆饼状，有的一面有三个尖足或长方形足，实际是垫饼与支钉的结合。
一般是三足朝下置于器内，可减少其与釉面的接触；垫饼的另一面承托上一件器物的器底；如此数件
器物相叠而烧。
此类有足的垫饼是可以重复、多次使用的。
此外，在土尾庵窑址还发现一类可能是专门装烧黄、绿釉器物的“垫板”，一般呈平板状或“口”形
，从其平面上遗留的黄、绿釉淌釉痕迹看，应是放置多件小型器物的。
支钉形状不定、不甚工整，一般为长度1厘米左右的长条形或三角形，通常按叠烧器物底或足的大小
、将数枚支钉在下方的器内摆成一圈，另一件器物置于支钉上；数件器物依次按此方法相叠，多用于
碗、盘、碟等。
也有的是将支钉布于器物的口部，其上再叠放另一件口部同样大小（口对口）或底面相同及略大于此
的器物，多见于壶、罐、执壶等。
还有的是将支钉分布于器物的肩部，其上再扣一件口部略大的器物，相叠而烧，使用此法的多是较大
件器物。
由于要将器物稳定，因此使用时的支钉是湿泥状，也是一次性的。
金交椅山窑址的大部分陶瓷器，普遍使用支钉烧制。
碗、盘、碟等类器物的支钉装烧方法，通常见于唐、五代时期磁灶窑的青瓷窑址，如溪境山窑址、后
山窑址等；此外，在经过考古发掘的厦门杏林窑址①、福州怀安窑址、建窑庵尾山窑址等，也都使用
此类支钉装烧技术。
宋元时期福建大量使用支钉的窑址较少，如建阳白马前窑址、浦城碗窑背窑址以及德化盖德碗坪苍窑
址②等。
（2）垫烧具垫圈又称垫环。
环形，垫于器底、其形成的空间利于器底的烧成；未见用于器物的叠烧。
金交椅山窑址和土尾庵窑址均有不同形式的垫圈出土。
此外，在童子山窑址还有一类大垫圈，有的是分为两块、可拼对使用，是烧较大件器物（如盆、罐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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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磁灶窑址:福建晋江磁灶窑址考古调查发掘报行》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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