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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台内丘发现6座隋唐时期窑炉

作者： 张会武  发布时间： 2012-05-25  文章出处：燕赵都市网 点击率：[319]

 

    更多新闻提示：在盛唐时期有瓷都之称的邢台内丘，如今又添新佐证。22日记者从邢台内丘有关部门了解

到，日前，文物专家对该县一处工地进行历时20多天的考古勘探和抢救性清理后，发现了重要的文化遗迹——隋

唐时期6座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现已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

重要标本。 

  

 
  

邢窑遗址 

  

    22日上午，位于内丘原县城服务楼的区域被封闭包围，透过大门缝隙，记者看到里面工作人员正在做平整考

古发掘现场和布方布局工作。 

    2012年4月，原内丘县城服务楼及周边区域建筑被拆迁，计划要建设高层建筑。建筑垃圾被清理完后，内丘县

文物保管所按照《文物法》有关规定在施工前进行考古勘探，历时20多天的前期勘探，弄清了地下文化遗存的分

布，采取探沟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文化遗迹—隋唐时期6座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现已

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 这次抢救性的清理，发现如此完整

的窑炉绝无仅有，这六座窑炉相对集中，形成群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当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马上成立了邢白瓷产业园区建设指挥部，并责成文物部门逐级上报上级文物主管部门。 

    对此区域发现遗迹的地方，采取回填保护措施，等待国家、省文物局等专业单位正式发掘。同时内丘县政府



拿出六千万的资金妥善解决善后工作。做出了对投资商立即停工建设，另选他址的决定，保留了这一地块。为安

全考虑对拆迁后的地块打起围墙，架起电灯照明，公安部门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录像设在公安局值班大厅，随时

监控此地块安全。文物部门昼夜值班，确保地下文物安全。 

       历历历历史：南史：南史：南史：南青青青青北白北白北白北白 

    邢窑是我国白瓷的发祥地，中华白瓷的鼻祖。考古资料表明，邢窑创烧于南北朝晚期，经过隋朝的飞速发

展，到唐朝时已达到鼎盛阶段，成为我国早期生产白瓷的中心，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其精美的细白瓷作为

贡品入主宫廷，还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在古代通常以烧制陶瓷的窑场所在地的州命名，由于内丘在唐代隶属邢州，故得名邢州瓷窑，简称邢窑。因

此，文献都以“邢窑”和“邢瓷”记载。邢窑的称谓时间，据考，应该在唐代的中期出现，与当时的越窑、鼎州

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并称七大名窑。邢白瓷的发明与制作，打破了自商代以来，以南方瓷一统

天下的局面，形成南方以浙江慈溪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北方以河北内丘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的

格局，被后人誉为“南青北白”。邢窑在我国古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以后的花瓷、彩瓷出现奠定了

基础，是陶瓷史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邢窑创烧于南北朝时期，历经隋唐两代的发展到盛唐时期达到顶峰，内丘也成为盛唐时期当之无愧的瓷都。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衰落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从唐末五代时期邢窑逐渐开始衰败，以后渐渐淡出人

们的视线。 

  

 
  

    发发发发展：正名之旅展：正名之旅展：正名之旅展：正名之旅 

    自上世纪50年代初，考古界的前辈们根据唐代文献记载，先后在邢台、沙河、内丘、临城等地，按照地图的

村名和与瓷窑有关的瓷窑沟村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些金元时期的瓷片。 

    1984年在内丘全县文物普查时，该县文物工作者利用一年时间，在县境内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发现邢窑遗址

28处。配合县城基本建设和村落盖房子收集的上万件瓷片标本，20多片带“盈”字款的标本，这一惊人的发现引

起了国内陶瓷界的关注。内丘县人民政府邀请了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为首的7名专家，于1985年12月9

日在内丘(就是现在拆迁的服务楼)召开了“河北内丘邢窑鉴定会”，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教授在鉴定会

上肯定的说内丘是邢白瓷正宗。至此，困扰陶瓷考古界多年的“邢窑之谜”得以正式揭开，大白于天下。 

    1988年7月，经省文物局批准并委托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的“邢窑考古队”，在内丘县西关北一带进行了

考古试掘，首次发现了隋代的透影白瓷200多片，可辩别出器形的有碗、杯、盘，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填补了

我国陶瓷史上一项空白。 

    1996年11月20日，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4月，由省文物研究所主持对原礼堂和影院一带建设步行街的考古发掘，发现窑炉10座，窑炉多为破

损，只有两个较为完整，现埋藏在商业步行街之下。本次发掘出土大量各类瓷片标本，装满了整整一卡车运到省

里修复整理。大量的“盈”字款和“翰林”款，以及首次发现的“官”字款，从款识上也可以说填补邢窑无

“官”字款的历史。 

    在后来将近10年当中，该县文物部门一直在默默地配合县城区建设工程，来摸清邢窑的确切范围。在非邢窑

的保护区域也发现零星的窑炉和文物遗迹，采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证实了整个内丘县城就坐落在邢窑遗址上，

县城就是唐代官窑生产白瓷的烧造中心。 

  



 

 
  

发掘现场 

  

                发发发发掘：明日可期掘：明日可期掘：明日可期掘：明日可期 

    记者了解到，4月27日，内丘县组织省内部分专家学者对邢窑发掘工作进行了研讨论证。专家一直认为，该县

的这次邢窑遗址发现，具有很高的考古发掘价值。建议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邢台市文物管理

处和内丘县文物旅游局共同参与。 

    目前，考古发掘申请和工作计划已报国家文物局待批；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会民带队的考古发掘队

已正式入住内丘，正在平整考古发掘现场和布方布局工作，近日将正式发掘。王会民说“此次考古发掘价值很

大，非常有可能被列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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