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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印纹陶礼器窑址首次在浙江长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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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字纹罐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长兴县发现数处商周时期印纹硬陶窑址，这些窑址的发现填补了西苕溪流域商周时

期窑址的空白。2010年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兴县博物馆对普查发现的窑址进行了复查，并对牌坊沟窑

址进行了试掘。 

    发现的窑址均位于林城镇龙山的北坡，合称龙山窑址群，时代自商末西周初开始，历春秋至战国时期。产品主

要为印纹硬陶，兼烧少量的原始瓷。牌坊沟窑址位于林城镇石英村牌坊沟自然村，龙山的东北坡。龙山是东西纵长

的山脉，也是长兴与安吉的界山。在龙山的东北坡，散落着大量的印纹陶片，并且山坡上有明显的隆起，从雨水冲

刷出的水沟剖面来看，隆起部分为大量的陶片与红烧土块等窑址废品堆积，在堆积的上方，陶片明显较少但红烧土

块更加密集，推测为窑炉所在。从陶片的散落及隆起的分布来看，窑址面积当在2500平方米以上。窑址堆积最厚处

超过100厘米，地层叠压清晰，至少可分成四个大的文化层。 

 

 



 

云雷纹陶片 

  器型纹饰以第二层最为丰富多样，达到了印纹硬陶的鼎盛时期。器型以坛、罐、瓿类器物为主，包括少量的

尊、翁、罍等，纹饰粗大清晰，排列整齐，主要有回字纹、云雷纹、叶脉纹、重菱形纹、曲折纹，流行回字纹上间

以一道或几道粗大的云雷纹或重菱形纹等纹饰。多数器物体形巨大、造型矩整、纹饰繁缛，代表了印纹硬陶制作的

最高水平。在这一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少量的原始瓷残片，器型主要为豆，灰白色胎质细腻坚致，通体施釉，青釉施

釉均匀，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是西周早期为数不多的几处烧造原始瓷的窑址之一。结合江南地区土墩墓的分

期及本窑址的地层叠压关系，窑址的时代约在商末至西周中晚期，鼎盛时期在西周早期。 

  这是全国首次发现西周早期的印纹陶窑址，长兴也是目前唯一发现此一时期窑址的地区。西周早期的印纹硬陶

在整个商周时期印纹硬陶中奇峰凸起，也是越地印纹硬陶文化的集中代表。而本窑址烧造的正是这一鼎盛时期产

品，因此代表印纹陶制作的最高水平。江南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土墩墓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

均与本窑址产品十分接近或完全一致，许多器物可以确定是本窑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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