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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进入光辉灿烂的新世纪之际，南宋官窑博物馆为了活跃学术气氛，更加深入地研究南宋官窑，决定
编辑出版《南宋官窑文集》。
这个学术活动得到耿宝昌、李家治、朱清时、蔡和璧、张浦生等著名古陶瓷学者热情的支持，在百忙
中撰写论文，集其大成，甚为欣慰。
    南宋官窑闻名世界，它的制瓷工艺和瓷器质量在宋代瓷窑中是最好和最珍贵的，所以一直受到学术
界的重视。
本文集的26篇文章，是作者经过对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古代文献和微量元素、化学分析等的研究而写
成的。
多数学者认为：南宋官窑先有“内窑”，后有“郊坛下”。
内窑也叫修内司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人们常用地名命名古代瓷窑，所以亦称“老虎洞窑”
。
老虎洞窑的制瓷历史较长，在南宋和元代都在生产，其中南宋又分上下二层，说明郊坛下官窑建立以
后，老虎洞窑没有停烧，还在继续生产。
    公元1126年的靖康之变，北宋徽钦二帝及宫廷中的仪器法物和日常生活用具被金兵席卷而去，高宗
赵构接位，建立南宋。
在金兵的追击下，高宗先后驻跸南京(今河南商丘)、扬州、杭州、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平江(今
江苏苏州)、临安(建炎三年七月将杭州升为临安府)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始定都临安。
在修内司官窑建立以前南宋宫廷需用的祭器和日用瓷由慈溪市古银锭湖低岭头、寺龙口、开刀山、张
家地等瓷窑生产，瓷器具有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御用瓷的特征，很可能有汝窑和北宋官窑的窑工参加
了生产。
宋赵子直在《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中记载了绍兴元年(1131)、绍兴四年(1134)朝廷分别命越
窑和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明堂祭器的事证明南宋初年这些瓷窑的产品是供皇宫用的，修内司官窑建立后
这些瓷窑就停烧了。
修内司、郊坛下官窑早期的产品、窑具、制瓷工艺也受汝窑、北宋官窑的影响，所以从寺龙口、低岭
头到修内司、郊坛下的瓷器，可以看到南宋宫廷用瓷的全貌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同时老虎洞南宋层出土的瓷片已经拼对了1000多件瓷器，大大地增加了南宋官窑的光彩，也使南宋官
窑博物馆增添了珍贵稀有的陈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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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南宋皇室官家祭祀与官窑器刍议宋官窑青瓷郊坛下官窑的新思考南宋官窑探微论老虎洞窑的几个问
题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窑发现的启示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古瓷三笔低岭头类型再认识说“制
样须索”哥窑及相关问题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关系从汝官窑到郊坛官窑的传递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
北宋汝窑、官窑与南宋官窑南宋郊坛下官窑与老虎洞官窑的比较研究老虎洞窑瓷片堆积坑出土瓷器制
烧工艺初探南宋官窑刻款瓷器研究浅见浅析苏、沪、皖地区墓葬、窖藏出土的“官哥窑”器之产地试
论明清仿宋官窑瓷器南宋官窑瓷鉴定的化学和物理学基础老虎洞窑和汝官窑瓷微量元素的研究郊坛下
官窑与清凉寺汝窑所用原料的初步分析南宋郊坛官窑瓷器的原料产地和烧制技术的研究南宋官窑青瓷
特征的形成机理依托南宋官窑博物馆构筑中国陶瓷文化村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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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发现的启示　　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发现，使多少年来无数
人一直苦苦寻求的南宋皇朝建立的第一座官窑——修内司窑，终于有了它的实物见证，使一直以来悬
而未决的修内司窑历史谜案终于大白于天下，长期以来关于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修内司官窑的探索
与争论，也由此基本可告终结。
这是瓷窑址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更是南宋官窑考古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老虎洞窑址先后两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遗迹和大量的实物标本，不但为我们真正了解和
认识修内司官窑的产品和工艺特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认识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时间及其
与乌龟山官窑的关系等，提供了不少新的启示。
以下笔者谈几点粗浅的想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一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时间　　南宋官窑先后有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后者是继修内司官窑烧
造一段时问后别立之新窑，这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转载宋叶真撰的《坦斋笔衡》中有最为详备
的记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
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很显然，这里的“别立”，是对原来窑址的位置、地点而言，指的是在新的地方重新建窑，而“新窑
”更应该是相对原来的“旧窑”而言，如果没有修内司“旧窑”之存在，郊坛下就不存在“别立”，
更毋庸称之为“新窑”了，“别立”本身就反映出当时有修内司官窑的实际存在。
老虎洞窑址位于与南宋皇城仅一墙之隔的凤凰山西北角，南距皇城北墙不足百米，这里正是当时修内
司所在的位置。
因此，老虎洞窑址就是修内司官窑应无大的疑问。
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它烧造的时间问题，因为发掘出土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很多超出了我们原先
的理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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