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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

罗宏杰 李家i台卞 高力明

(西北轻工业学院 )

(t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

摘 要 根据南北方 出土的原始瓷胎和釉的化学组成
、

工艺基础
、

北方出土的原始瓷与本地 区陶器和瓷器的关 系以及南北

方原始瓷的 出土情况等多方面信息
,

对北方 出土的原始瓷的产地作 了讨论
。

结果表 明
:

大部分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器应为南方

所烧制
。

关链词 原始瓷
,

北方原始瓷起源
,

多元统计分析

1 引 言

在中国古陶瓷发展过程中
,

原始瓷正处于陶器向瓷器发展的过渡阶段
。

它在工艺上具有极

其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

在我国南北方许多遗址及墓葬中
,

特别是在南方的窑址中
,

都出土

了大量的原始瓷及其碎片
。

因此许多古陶瓷研究者在研究原始瓷时都对它们的烧造地区进行

了讨论
。

多数研究者根据北方出土原始瓷在造型
、

纹饰
、

釉色以及化学组成 〔’ 一 ` 〕等方面与南方

原始瓷具有相似的特点
,

从而认为它们的烧造地区可能在南方
。

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

迄

今为止在古陶瓷研究者之间也尚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

有待于更多的标本 以及更可信的分析

加以确证
。

本研究在前人所作工作的基础上又收集了较 多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碎片
,

测试了它们的

化学组成
、

烧成温度以及显微结构
,

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

分别从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的

化学组成
、

工艺基础以及它们与陶器及瓷器的发展关系
,

并结合原始瓷的出土情况等多方面

信息
,

更系统地研究了南北方出土原始瓷的关系
,

以期对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的烧造地区能给

予较明确的推断
。

2 多元统计分析

2
.

1 新石器晚期至东汉时期陶器

从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数据库 [ 5习
中选取 1 44 个南北方陶器与印纹硬 陶样品的化学组成数

据
,

并对其施行对应分析
。

当因子方差累计贡献大于 70 %时
,

选入前二个因子 F
,

和 F
: ,

其因子

载荷图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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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始瓷器

对包括本工作所测试的原始瓷化学组成数据在内共 67 个南北方出土 的原始瓷胎及 22 个原

始瓷釉的化学组成数据
,

分别施行对应分析
。

当因子方差累计贡献大于 70 %
,

各选得二个因子
F l

和 F : ,

其因子载荷图分别见图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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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唐代以前瓷器

对从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数据库 [5] 中选取的唐代以前 79 个瓷胎的化学组成数据施行对应

分析
,

当因子方差累计贡献大于 70 %时
,

选入前二个因子 F
l

和 F
Z 。

其因子载荷图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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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器的组成特点 3

从图 2可见
,

南北出土的原始瓷胎的组成点是相
2

互混在一起的
,

甚至有些组成点几乎重叠在一起
。

而 乞 ’

在南北方出土的陶器和瓷器的组成图上 (见图 1
,

4) 必
”

则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

这就说明南北方 出土的原始
一 ,

瓷的组成是非常相近 的
。

原始瓷胎的配方可能都是
一 2

一元配方
,

它们是由就地取材的一种原料所制成的
, :

因而原料的组成就决定着所制成产 品的组成
。

我 们

知道我国南北方的陶瓷制作原料在组成上有很大的

不同
,

而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胎的组成在化学组成

上的相似性就说明了它们可能都是在同一地区烧制

的
。

图 3所给出的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釉组成点的分 iF .g
`

布情况也同样支持这一论点
。

另外
,

从南北方陶器
、

原始瓷及瓷胎中 C a o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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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计
,

下同 ) 的变化特点也可以看 出
,

北方陶器及瓷器胎的 C a o 含量都分别较南方陶器

及瓷器为高 (见图 5 )
。

这似乎是北方陶瓷器的组成特征
,

可作为区分南北方原料及陶瓷的
“
指

纹元素
” 。

既然同一时期北方陶瓷器胎的 C a o 含量都高于南方陶瓷器胎
,

那么北方原始瓷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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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O 的含量也应高于南方
。

但从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胎的 Ca O 含量变化图 (见图 )6 来看
,

绝

大部分北方出土原始瓷胎的 C a O 含量与南方原始瓷胎基本相同
,

只有少数样品的 C a O 含量稍

高
,

但仍低于南方屯溪样品的 C a O 含量
。

3
.

2 南北方原始瓷的工艺墓础

商周 至东汉以前时期是原始瓷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
。

通过分析此阶段南北方陶瓷的制

作工艺
,

包括原料的选择及高温技术的掌握等
,

可有助于判断南北方在原料的选用及烧成温

度方面是否有原始瓷形成的工艺基础
。

3
.

2
.

1 原 料

从图 1可见
,

大部分南方印纹硬陶及陶器的组成点位于 l 区
,

含有较高的 51 0
2

和 A 1
2
O

。 。

而

北方陶器则主要位于 I 区
,

含有较高的助熔剂 ( R
二

0
,

)
。

这反映了南方陶器所用的原料较之北

方陶器所用的原料有较高的耐火度
。

例如春秋时期绍兴东堡 印纹硬陶的 4个组成点恰好位于

南
、

北方样品组成区域的分界线附近 ( 见图 7 )
。

其 中 1 14 号样品的烧成温度为 1 1 90
`

C
,

且 已过

烧
。

由此可见
,

北方陶器所选用的制作原料耐火度较低
。

3
.

2
.

2 烧成温度

从文献〔4〕给 出的南北方陶器及硬陶的烧成温度测试值可以看出
,

虽然北方陶器的烧成温

度略高于南方陶器
,

但仍低于南方 印纹硬陶
。

南方的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 已高达约 1 1 0 0℃
,

已

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
。

这反映在原始瓷出现以前
,

北方尚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高温技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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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南北方出土原始瓷器与本地区陶器及瓷器的关系

已如前述
,

原始瓷正处在陶器向瓷器转变的过渡阶段
,

因而它在化学组成上也应反映这

一关系
,

特别是南方出土的大量印纹硬陶则更应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
。

简而言之
,

原始瓷的化

学组成应体现出它是由陶器 (印纹硬陶 )发展而来的
,

同时
,

也应体现出它对早期瓷器在化学

组成上的影响
。

从图 8可清楚看出
,

原始瓷的化学组成点确与南方陶器和瓷器的组成点混处在

一个狭小的区域
,

表示了原始瓷的组成点确实表现出承上启下的关系
。

另外原始瓷与北方的陶

器和瓷器分处在三个互不相交的区域
,

从中看不出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

这是一个有力的

佐证
,

说明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只可能是在南方烧制的
。

3
.

4 南北方原始瓷的考古发掘情况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
,

南方是原始瓷的主要产地
。

如商代后期或西周早期的江西吴城遗址

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约占陶瓷总数的 12
.

6 % 6j[
;
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一般占同墓出土

陶瓷器总数的 70 %左右 7j[
;
浙江江山的原始瓷数量自原始瓷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

,

待到西周

中晚期则几乎全部是原始瓷 sj[
。

另外
,

南方许多地区都发现有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炉
,

且某些窑内也发现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样 品
,

如浙江富盛窑图等
。

虽然北方也有原始瓷

出土
,

但它们大多数出土于遗址及墓葬之中
,

而且数量也少得多
,

如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原

始瓷片仅占陶瓷总数的 0
.

0 01 %
。

商代后期安阳殷墟原始瓷片的出土数量虽有增加
,

但也 只占

出土陶瓷总数的 0
.

1 %
。

虽然近来北方也有较多的原始瓷出土
,

但总的趋势还是南方多阁
。

4 结 论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

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的化学组成点混处在一个区域
,

有些甚至重

叠在一起
;
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并没有表现出北方陶与瓷胎的高 C a O 含量特征

;
北方陶器的耐

火度及实际烧成温度都较低
,

工艺上不具备产生原始瓷的条件
;
北方出土的原始瓷与北方的

陶器和瓷器在化学组成上不存在像南方那样的承前启后的渊源关系
。

综合上述结果并结合南

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的考古发掘情况等资料来看
,

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应是南方所烧造的
。

参 考 文 献

周 仁
,

李家治
,

郑永圃
.

张家坡西周陶瓷烧造地 区的研究
.

考古
,

19 6 1 ; 8
: 4 44

程朱海
,

盛厚兴
.

洛阳西周青釉器碎片的研究
.

见
: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
.

中国古陶瓷研究
.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1 9 8 7
:

35 ~ 4 0

李家治
.

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
.

见
:

李家治
,

陈显求 等著
.

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5
:

13 2 ~ 14 5

罗宏杰
.

中国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 及其多元统计分析的应用研究
:

[博士论文〕
.

上海
: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

1 9 9 1

罗宏杰
,

高力明
,

游 恩溥
.

中国古陶瓷胎釉化学组成数据库初步建成
.

西北轻工业学院学报
,

1 9 8 9 ; 7
:

9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

中国陶瓷史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 81
:

79 一 80

王业友
.

浅谈屯溪出土 的原始瓷器
.

安徽文博
,

19 8 3 ; (3 )
:

76

牟永抗
,

毛兆廷
.

江 山县南 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
.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

拍 81 ; ( 2)
:

57

陈显求
,

陈士萍
.

绍兴 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
.

文物集刊
,

19 81 , (3 )
:

2 70

3 0 1



ST U D Y O N M A N U F A C T U R E S IT E S F O R T H E P R O T O
一

P O R C E L A IN

E X C A V A T E D IN N O R T H E R N C H IN A

乙 u o
月朋 g j扮 .1 1 J ai z人 i

,
G a o L溯 i n g

( N o r t h w e s t I n s t i t u t e o f L ig h t I n
d

u s t r y )

(
卞

S h a n g h a
i I

n s t it u t e o f eC
r a

m ie s ,

C h i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cS ie n e e s )

A B S T R A C T aB
s e

d
o n t h

e e
h

e
m i e a

l
e o

m卯
s it io n , t e e

h
n o

l
o g ie a

l b
a e

k g r o u n
d

s , u n e a r t h e
d

s i t e , 5 in
f

o r
m

a t io n a n d

t h
e r e la t i o n s h i p be t w

e e n

闪 t t e r y a n
d 卯

r e e
l

a in in c
h

e
m ie a l e o m p o s i t io n s o

f t h e p r o t o 一
p o r e e

l
a in e x e a v a t e d in t h

e

N
o r t h a n

d th e

oS
u t h o

f C h i n a ,
w e f i n

d t h
a t m

o s t o f t h e p r o t o 一
p o r e e

l
a in s e x e a v a t e d in t h

e N o r t h m
a y be m a n u

f
a e -

t u r e
d in th e

s
〕u t h

o
f C h in a

.

K E Y W O R D S p r o t o 一 p o r e e
l
a i n , n o r t h p r o t o 一

卯
r e e

l
a in p r o v e n a n e e , s t a t i s t ie a

l
a n a

l y s i s

Rce
e i v e d

:
N o ve m be r 1 4 ,

1 9 9 4
.

oC
r r e s 侧 xl e n t :

I
一

u o H o n g j i e ,

压 p a r t m e n t o f M a t e r i
a
卜段 : e n e e a n d E n g i n e e r in g ,

N o r t h w e s t In s t i t u t e o f l ig h t In d u s t r y ,

S h a a n x i
,

X i a n y a n g 7 1 2 0 8 1
.

我国知名材料学科专家

中国硅酸盐学会常务理事丁子上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
,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教授
、

博士生 导师
,

司局级离休干部丁子上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

于 1 9 9 6年 2月 26 日上午 8时 36 分逝世
,

终年 74 岁
。

丁子上同志是浙江绪 云县人
,

1 9 4 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

先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
,

1 9 4 7年回母

校浙大任教
,

至今已 50 年
。

新中国成立前
,

他追求真理
,

积极参加我党的地下革命活动
,

解放后于 1 9 5 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曾先后担任浙大化工系和材料系副主任
、

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校学术委员

会委员
、

国家教委学科评议组成员
、

高校无机非金属材料类专业教学委员会顾问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类

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

历届 中国硅酸盐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空间学会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
、

浙

江省科协理事
、

浙江省硅酸盐学 会副理事长
、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认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

以

及 《硅酸盐学报 》
、

《陶瓷导刊 》
、

《无机材料学报 》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等刊物编委
;

兼山东建材学院

教授
。

50 年来
,

丁子上同志为浙江大学的发展
,

诸多建树
。

50 年代
,

在教学改革
、

院系调整时
,

他积极参

与化工系的建设
,

经过 10 年努力
,

创办了一系列新专 业
。

60 年代
,

为推进科学研究
,

他积极参与恢复浙

大化工研究所和招收研究生工作 ; 同时积极参与创办化工厂
。

70 年代末 以后
,

他倡议并积极参与创办我

国第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

并投身于材料系的建设和发展
。

丁子上同志是无机材料学科的带头人
,

曾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攻关
、

8 63 高技术等

许多重要科研项 目
,

在玻璃材料
、

非晶态材料
、

高性能陶瓷材料等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

是

国 内外无机材料学术界著名学者
。

他多次应邀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
,

多次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优秀科技成

果奖
。

由于在培养我 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和科研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

曾多次受到国务院
、

国家教委和浙江

省的奖励和表彰
,

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丁子上同志是一位业绩卓著的教育家
、

科学家
,

令人尊敬的好党员
、

好师长
。

他的一生是为科教兴

国无私奉献
、

艰苦奋斗的一生
。

他的不幸逝世
,

是材料学界的一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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