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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前古窑址群现身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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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阳镇石器挖掘现场  

    



磨制石器箭镞  

    

青铜时代的印纹硬陶的残片  

    

旧时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石斧  

    “几天前，在浦城仙阳镇，我们找到一个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古窑址群，目前已发掘出5个窑炉遗

址。”昨日回榕的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兴奋地告诉记者，此次发现在福建省尚属首次，同时，还

发现了1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  

    据悉，浦南高速公路沿线抢救性考古挖掘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结束。  

    沿线遗址上下4000多年  

    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今年8月起，在浦南高速公路建设前夕，考古人员在高速公路

所经地段沿线50米的范围内进行文物调查，发现八九十处从新石器到唐宋时期的遗址，时间跨度达4000多

年。之后，考古人员选择其中的武夷山、建阳、建瓯、浦城等5个县市的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挖掘，目前发掘

的重点集中在浦城境内的13个点上。  

    古窑址群全国罕见  

    专家介绍说，此次发现的青铜时代窑址群共有5个窑炉，分龙窑和葫芦窑2种。龙窑依山而建，长约6至7

米，形似长龙。葫芦窑由2个大小窑相连构成，长约3至4米，5个窑炉都约为50厘米至1米高，5个窑炉的火

膛、出烟室等设施保存相对完好，基本能看出当年的模样。考古人员还在炉内找到陶罐等陶制生活器具的碎

片，说明窑炉的用途就是烧制陶器。  

    专家认为，窑炉保存较难，此次是福建首次发现如此年代久远，又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古窑址群，这

在全国也相当罕见。古窑址群的发现，说明当时这里的手工艺已较发达，是窑址比较集中的地方。这对研究

福建，乃至中国青铜时代的窑制技术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专家透露说，在5个窑炉附近还可能存在其他窑

 



炉，随着发掘的进行，将会有更多惊喜出现。  

    闽北历史 提前到万年前  

    在浦城仙阳镇另一处发掘点，发掘出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专家介绍，其中有砍砸器、尖状器、

石核石器等，是1万多年前人类用于生产、生活的工具。在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人员曾在浦城发现了4500年

前的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墓葬，而此次打制石器的出现，把浦城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数千年，并且

扩大了福建旧石器分布范围。在这个占地面积为800多平方米的发掘点上，考古人员还发现大量文物,有青铜

时代的印纹硬陶的残片，斧、箭镞等磨制石器，还有纺织工具斑纺轮以及玛瑙石环等装饰品和生产工具。  

    而在浦城莲塘镇，考古人员找到一处两晋六朝时期的墓葬群，从中发掘出100多件文物，如瓷坛、盘口

壶、铁刀、铁剪、石俑等。这些珍贵文物，为研究闽北地区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很

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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