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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重庆合川发现罕见窑址 考古专家:可能是稀有龙窑

作者：   发布时间： 2007-11-05  文章出处：重庆日报

    “它的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昨日，谈起刚刚在炉堆子窑址发现的一座罕见窑址，重庆市考古所考古

队员朱寒冰显得格外高兴。经过考古专家的仔细研究和分析，这座窑址很有可能成为近年来现身山城的首座

稀有龙窑。 

    炉堆子窑址位于合川市盐井镇，是我市目前发掘规模最大的一个窑址，今年8月份曾在此出土了大量宋元

时期的陶器和陶片。此次发现的窑址长约10米，宽约1.2米，修建年代为宋元时期，它的发现对进一步了解和

研究宋元时期重庆地区民间制窑生产水平和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朱寒冰介绍，龙窑在外形上最大的特点是身材修长，且依山势而建，长度短则十几米，长可达上百米；

其在功能上的优点是同一时间内烧制的瓷量大，瓷器质量更好。他说，龙窑在结构上与普通的窑形区别主要

是其配备有数个或者数十个火塘，用于添加燃烧物，以保证窑室内部温度均匀，从而使烧制出的瓷器更加精

美。龙窑工作时，从高处望去仿佛见到“巨龙”盘旋云雾间。  

    专家认为，这次发现的窑址，除在外形、结构等多个方面与古代龙窑特征相符，还有3个方面可以证明它

曾经烧制过数量较大的瓷器。其一，该窑址坍塌部分有大量红烧土堆积；其二，窑堂红烧土成两行整齐排

列，这表明曾有非常均匀的高温气流从中通过，且在其内部存有许多窑具残片和瓷片；其三，在窑室底部发

现了数量较多的经淘洗过后的瓷土。  

    据了解，在炉堆子窑址近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个结构与众不同的馒头窑，古人在其内部搭建了

由两根石柱和一块石板构成的方形石门，这种石门在过去发现的馒头窑中不曾出现，专家认为这是为了增加

窑室温度，提高瓷器质量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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