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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瓷器制作工艺初探

潘国平１，孙秀萍２，胡立敏２，朱铁权２，黄慧怡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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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高棉古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及其特征，用体视显微镜、微聚焦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Ｘ射线衍射
仪等，对柬埔寨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与ＢａｎｇＫｏｎｇ窑出土的陶瓷器进行系统的分析测试。结果表明，两个窑口使用了不
同种类的制瓷原料。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的青釉瓷原料具有高硅低铝的特征，对原料的处理比较精细；瓷胎、釉颜色的差
异，与其铁、钛等致色元素的含量有关；两个窑口的瓷釉中，均添加了草木灰作为主要助熔剂，从瓷釉的配方来说，

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与ＢａｎｇＫｏｎｇ青釉瓷均属钙釉，而ＢａｎｇＫａｎｇ窑的酱釉瓷中既有钙碱釉，也有碱钙釉；柬埔寨吴哥时
期陶瓷器的烧制温度可达１２００℃，同时，两个窑口的瓷器烧成温度还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分析结果对探讨柬埔
寨古陶瓷发展史及中柬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棉瓷器；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ＢａｎｇＫｏｎｇ窑；柬埔寨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０　引　言

高棉帝国全盛时期（公元８０２～１４３１年）控制
的疆域涵盖了今天的柬埔寨、泰国东北部以及老挝、

越南南部部分地区，幅员辽阔，高棉人在这一时期创

造了辉煌灿烂的吴哥文明。除了那些光耀夺目的建

筑和雕刻艺术，高棉瓷器也是吴哥文明一个不可忽

视的重要成就。它是东南亚地区最早烧成的瓷器产

品之一，在东南亚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柬埔寨境内高棉瓷器和窑炉遗迹的发现很早，

但学术界对其认识一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
才逐渐清晰起来。１９９４年起，暹粒地区管理与保护
局（简称ＳＰＳＡＲＡ局）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考古
机构对柬埔寨境内的高棉陶瓷窑址进行调查，先后

在暹粒省 （Ｓｉｅｍ Ｒｅａｐ）、班迭棉吉省 （Ｂａｎｔｅａｙ
Ｍｅａｎｃｈｅｙ）和干丹省（Ｋａｎｄａｌ）等地发现和调查了多
处高棉窑址，如安隆通（ＡｎｌｏｎｇＴｈｏｍ）、绍色（Ｓａｒ
Ｓｅｙ）、单尼（Ｔａｎｉ）、特罗菩（ＫｈｎａｒＰｏｒ）、巴高（Ｂａｎｇ
Ｋｏｎｇ）等。其中，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是安隆通窑址群的
一处窑址，安隆通窑位于高棉帝国兴起的荔枝山

（ＰｈｎｏｍＫｕｌｅｎ），其出产的陶瓷器型精美、产品质量
较高，尤以带青釉的“库冷器”（ＫｕｌｅｎＷａｒｅ）著称。

很多学者认为安隆通窑是专门烧制王室用器的官

窑。ＢａｎｇＫｏｎｇ窑是一处位于吴哥平原的典型窑
址，其创烧时间稍晚于安隆通窑［１～２］。

本工作利用多种实验方法，包括体视显微镜

（ＯＭ）、微聚焦能量色散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ＥＤＸＲＦ）、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等，对 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
窑与ＢａｎｇＫｏｎｇ窑出土的陶瓷器标本进行系统的分
析测试，从胎釉原料选择、施釉工艺、烧制温度等方

面，对两个窑口的陶瓷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以揭示

高棉瓷器的制作工艺及其特征。其结果对于探讨柬

埔寨古陶瓷发展史及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文化交流

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１　实验样品和方法

１．１　实验标本
本工作所分析的实验标本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

南亚研究系的黄慧怡女士提供。标本共计２１件，分
别来自柬埔寨的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以下简称ＴＭＫ）和
ＢａｎｇＫｏｎｇ窑（以下简称 ＢＫ），其中 ＴＭＫ标本 １１
件，编号为ｚｕ１～ｚｕ１１，ＢＫ标本１０件，编号为ｚｕ１２～
ｚｕ２１。ＴＭＫ与ＢＫ的地理位置参见图１。
２００７年１月 ＡＰＳＡＲＡ局会同新加坡国立大学



２０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第２３卷

发掘了荔枝山安隆通窑的一座窑炉，因其所处地点

当地人称之为“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故发掘者将其命名为
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本工作分析的 ＴＭＫ标本即是来自
此次发掘。ＢＫ的标本采集自窑址的地面调查。实
验标本的外观特征详见表１。

图１　ＴＭＫ与ＢＫ地理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ＭＫａｎｄＢＫ

表１　实验标本的外观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编号 窑址 外观特征

ｚｕ１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黄，釉脱落

ｚｕ２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黄，青釉，釉层含较多气泡，有开裂

ｚｕ３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黄，釉脱落

ｚｕ４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青，青釉，有明显裂纹，气泡较大

ｚｕ５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黄，脱釉严重

ｚｕ６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青，青釉，有裂纹，气泡较小

ｚｕ７ ＴＭＫ 内外壁为褐红色，内层深灰色，无釉硬陶

ｚｕ８ ＴＭＫ 灰胎，无釉硬陶

ｚｕ９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黄，青釉

ｚｕ１０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黄，青釉

ｚｕ１１ ＴＭＫ 胎色白中发青，脱釉严重

ｚｕ１２ ＢＫ 灰胎，酱釉

ｚｕ１３ ＢＫ 灰胎，酱釉

ｚｕ１４ ＢＫ 灰胎，酱釉

ｚｕ１５ ＢＫ 灰胎，酱釉

ｚｕ１６ ＢＫ 胎色白中发黄，釉脱落

ｚｕ１７ ＢＫ 胎色白中发青，青釉

ｚｕ１８ ＢＫ 胎色白中发黄，青釉

ｚｕ１９ ＢＫ 胎色白中发黄，青釉

ｚｕ２０ ＢＫ 胎色白中发青，青釉

ｚｕ２１ ＢＫ 深灰色胎，无釉硬陶

１．２　实验方法
１）体视显微镜（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ＳＺＸ７），用

于样品显微形貌分析。

２）微聚焦Ｘ射线荧光光谱仪（美国 ＥＤＡＸ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ＥＡＧＬＥ ⅢμＸＸＬ）。实验测试条件

为：Ｘ光管管压４０Ｋｖ，管流６００μＡ，真空光路，光斑
直径为１００μｍ，ＭｎＫα处的分辨率１３７．５ｅＶ，死时间
约２０％，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０的解谱软件进行样品定性定量
分析。用于样品胎釉原位成分的无损分析。

３）Ｘ射线衍射仪（日本理学电机公司：转靶Ｄ／
Ｍａｘ ｒＡ），工作条件：ＣｕＫα辐射，电压、电流为：
４０ｋＶ、１００ｍＡ；２θ的测试范围：５～７０°；量程为
２０００Ｃｏｕｎｔｓ／ｓ；ＤＳ、ＳＳ、和ＲＳ依次为１°、１°、０．１５ｍｍ。
用于有代表性样品的物相结构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瓷胎
胎料的化学组成是区分瓷器与陶器一个主要标

准，瓷胎一般以高岭土或者瓷土为原料。这样反映

在其化学组成上，其氧化铝的含量较高，助熔剂的含

量则相对较低，以此满足较高的烧制温度以及较好

的物理性能的需要。然而由于原料地质成因以及风

化程度的不同，不同原料化学组成又有差异［３］。

ＸＲＦ实验测得标本胎体化学组成详见表２。图２是
两个窑口标本瓷胎硅、铝含量的散点图，如图 ２所
示，两个窑口不同种类标本中硅、铝含量波动较大，

既有高铝低硅的特征，也有低铝高硅的特征，暗示这

两个窑口周边分布有不同类型的瓷土原料。图２同
时显示，ＴＭＫ青釉瓷胎中均具有高硅低铝的特征，
且含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波动，推测当时ＴＭＫ窑
工选择了一种高硅低铝的瓷土制胎，专门用于制作

青釉瓷。显微分析的结果（图３）表明，ＴＭＫ青釉瓷
胎体洁白细腻，含杂质颗粒较少，暗示其原料应经过

了复杂的淘洗与沉降处理。在显微镜下，ＢＫ的青釉
瓷及酱釉瓷胎中硅铝的含量变化较大（图４），其胎
体颜色较深，所含杂质颗粒相对较多，暗示其制瓷原

料来源不稳定，同时对原料的处理也不够细致。

图２　ＴＭＫ与ＢＫ标本瓷胎硅、铝含量散点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ｌ２Ｏ＆ＳｉＯ２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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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品胎体的化学组成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ｔ％）

编号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Ｋ２Ｏ ＣａＯ ＴｉＯ２ ＴＦｅ２Ｏ３ Ｐ Ｍｎ Ｃｕ Ｚｎ Ｒｂ Ｓｒ Ｚｒ
ｚｕ１ １９．４３ ６８．５５ １．０７ ０．１７ １．１１ １．３６ ２６６ １７５ １２０ ５４ １０６ ５５ ４６８
ｚｕ２ １５．５７ ７２．４４ １．３７ ０．５８ １．０４ ０．７７ ２８１ ２０４ ９１ ４８ ７４ ６６ ３６０
ｚｕ３ １９．６４ ７０．０５ １．３５ ０．１９ １．１７ １．３６ ５０５ ２９９ ８８ ６９ ９９ ８６ ３６４
ｚｕ４ １５．５２ ８０．９８ １．６７ ０．１９ ０．８４ １．１６ ２６９ ２２５ ４８ ４６ １３８ ７８ ６６９
ｚｕ５ １５．８８ ７６．６７ １．６５ ０．２２ ０．７９ １．３８ １０５ １６２ ９５ ６３ １３７ ３８ ４４７
ｚｕ６ １５．７７ ８４．５１ １．２９ ０．２０ ０．９１ １．１２ ２１６ ２３６ ９７ ７１ １１１ ７８ ５６４
ｚｕ７ １８．２２ ６６．０７ ２．５１ ０．４６ ０．８２ ６．７１ １７２ ３７５ ５３ １００ １３２ ７３ ３１５
ｚｕ８ １６．０４ ６５．４７ ４．７４ １．５１ ０．８６ ２．２３ ６５７ １１００ ５８ １２１ ２２１ ８４ ４３４
ｚｕ９ １５．２９ ７６．７７ １．７６ ０．２４ ０．８２ １．５０ ２８３ ２６０ ７７ ６６ １３５ ９３ ４９５
ｚｕ１０ １５．２５ ７８．４６ １．８９ ０．２３ ０．６９ ０．９２ １８２ ２１６ ８７ ７２ １４４ ８４ ５１４
ｚｕ１１ １６．３５ ７８．３７ ２．２３ ０．２６ ０．６５ １．６２ ３０３ ２３２ １９７ ８２ １５５ ９８ １９５
ｚｕ１２ ２１．８６ ６９．７２ ０．７７ ０．２６ １．３０ ２．３６ ２０６ ４７９ ４８ １１３ ３８ ５０ ３２０
ｚｕ１３ １９．０５ ７４．８７ ０．５９ ０．２７ １．２８ ４．０１ １９９ ３８２ ８９ ６６ ６１ ６７ ４８４
ｚｕ１４ ２４．０９ ７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２０ １．５２ ２．４５ ４０６ ２６８ ３８ ８８ ８２ ７０ ３６０
ｚｕ１５ １９．７２ ７０．６６ ０．１８ ０．１５ １．３８ １．７６ ２４９ ２７８ ９２ ８３ ６２ ４４ ３７７
ｚｕ１６ １７．８５ ７５．２９ １．８３ ０．２２ ０．９０ １．５６ ４０６ １８０ ６１ ５２ １０２ ６８ ４９７
ｚｕ１７ １４．６０ ８３．４４ １．６２ ０．１９ ０．７２ １．７５ ３４４ １４８ ４３ ６５ １５４ ９１ ２７４
ｚｕ１８ １８．９０ ６９．３１ ２．４８ ０．２９ ０．９０ １．７７ ５２７ １６７ １１ ６０ １７５ ９０ ３６６
ｚｕ１９ ２１．０５ ７１．８２ ２．２３ ０．１８ １．１０ １．５４ ３１０ １７０ １２３ ８８ １３４ ６１ ３５６
ｚｕ２０ １８．９２ ７１．０６ ２．４２ ０．１６ ０．８０ １．５６ ８５５ １５２ ９８ ７６ １６４ ９７ ３２１
ｚｕ２１ １８．１９ ７０．８７ ２．５４ ０．２２ ０．８４ １．３５ ３８２ １７４ ６１ ９４ １２８ ６８ ４８８

注：分析结果中，主量成分含量为１０－２，微量成分含量为１０－６。ｂ＝ＲＯ／（ＲＯ＋Ｒ２Ｏ）。

图３　ＴＭＫ标本ｚｕ４断面显微形貌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４（ＴＭＫ）

图４　ＢＫ标本ｚｕ１２断面显微形貌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１２（ＢＫ）

　　两个窑口所有标本瓷胎的颜色可以分为白中
发黄、白中发青、灰色与灰黑色等。一般来说，陶

瓷原料中，铁、钛通常被认为是致色元素，即铁、钛

的含量越高，陶瓷器外观颜色就会越深。为了比

较不同标本中铁、钛含量的关系，绘制出全部标本

瓷胎中铁、钛含量的散点图（图５），从图５可以看
出，灰黑胎的钛含量较高，处于图中右上部分（标

本 ｚｕ１２、ｚｕ１３、ｚｕ１４、ｚｕ１５），其他颜色的胎体铁、钛
含量差异不大。同时，胎体外观的颜色也与烧制

温度、窑炉气氛、保温时间等因素有关。另外，灰

黑胎标本的外表施酱色釉，或者不施釉，浅色胎施

浅色釉。由此可见，当时窑工们在制作不同釉色

的瓷器时，选择了不同的胎料或者对原料进行不

图５　ＴＭＫ与ＢＫ标本瓷胎二氧化钛与氧化铁含量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ｉＯ２＆ＴＦｅ２Ｏ３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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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去铁处理。

２．２　瓷釉
瓷釉是瓷胎上一种玻璃态的物质，总体来说，

ＴＭＫ瓷器样品均施青釉，釉色浅淡，泛青绿，釉质较
透明，釉层厚度０．１０～０．１５ｍｍ；ＢＫ青釉瓷，色调偏

暗，釉层较薄（０．０４～０．０５ｍｍ）；ＢＫ施酱釉的 ｚｕ１２、
ｚｕ１４、ｚｕ１５，釉面不透明，见有较多的黑斑及石英颗
粒，釉面光滑粗糙程度不一，釉层厚度较薄（０．０４～
０．０５ｍｍ）。由此反映出两个窑口瓷器施釉特征上的
不同，标本的釉面形态参见图６～９。

图６　ＴＭＫ标本ｚｕ２表面
显微形貌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２
（ＴＭＫ）

图７　ＴＭＫｚｕ４表面
显微形貌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４
（ＴＭＫ）

图８　ＢＫ标本ｚｕ１５表面
显微形貌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１５
（ＢＫ）

图９　ＢＫ标本ｚｕ２０表面
显微形貌

Ｆｉｇ．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２０
（ＢＫ）

　　瓷釉化学组成中含有较多的助熔剂，用以降低
瓷器的烧成温度，古代助熔剂的原料通常包括木灰、

钙石、长石等，其化学组成差异很大，因此通过瓷釉

的化学组成可以推断出助熔剂的种类［４］。表３是实
验标本瓷釉化学组成的测试结果。从表３的分析结
果来看，除了 ｚｕ１７，ＢＫ标本氧化钙含量明显低于
ＴＭＫ，且ＢＫ酱釉瓷胎、釉的氧化钙含量非常接近
（图１０），ＢＫ酱釉瓷中除了较高的氧化钙之外，氧化
铁的含量也比较高（图１０，图１３）。数据同样显示
瓷釉中氧化钙含量，元素磷的含量相应变高（图

１１），因为草木灰是所有助熔剂中富磷钙的物质，由
此可以推测不同种类瓷器釉料中均选择了草木灰作

为助熔剂。同时，按照木灰釉系数 ｂ＝ＲＯ／（ＲＯ＋
Ｒ２Ｏ）

［５］，计算出两个窑口不同种类瓷釉木灰釉系数

ｂ值，其中ＴＭＫ的青釉瓷均属于钙釉，ＢＫ的青釉瓷
亦属于钙釉，而酱釉瓷属于钙碱釉。釉中的铁、钛等

组分，在起到助熔作用的同时，也会影响到瓷器的外

观颜色（如图 １３）。其中，酱釉中氧化铁的含量较
高，ＢＫ青釉中二氧化钛的含量相对较高，ＴＭＫ青釉
的铁、钛含量最低，处于图中最下端。

图１０　ＴＭＫ和ＢＫ瓷器标本胎、釉中氧化钙含量柱状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ａＯ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１１　ＴＭＫ和ＢＫ窑瓷器标本胎釉磷含量柱状对比图
Ｆｉｇ．１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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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标本瓷釉ｂ值箱式图
Ｆｉｇ．１２　Ｂｏｘｐｏｌｔ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ｂｏｆｔｈｅｇｌａｚｅ

图１３　标本瓷釉二氧化钛与氧化铁含量的散点图
Ｆｉｇ．１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ｉＯ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Ｆｅ２Ｏ３ｏｆｔｈｅｇｌａｚ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３　烧制温度
无论瓷土，还是高岭土，均是花岗岩的风化产

物，其主要组成为石英、长石、高岭石、绢云母等。在

受热过程中，当温度达到１１００℃时，生成莫来石，继
续加热到１２００℃，α 石英便可以向方石英转变［６］。

图１４～１５是７个有代表性标本 Ｘ射线衍射图。其
中，ｚｕ１、ｚｕ５、ｚｕ１６和 ｚｕ２１中只检测出 α 石英、莫

来石，说明这些瓷器的烧制温度在１１００℃左右，而
ｚｕ４、ｚｕ１２和 ｚｕ１３除见有石英、莫来石外，还有方石

英（ｚｕ１３方石英衍射峰较弱），表明其烧制温度应该
达到１２００℃以上。由此表明，柬埔寨吴哥时期瓷器
烧制已经掌握了１２００℃以上的高温技术。研究中
还发现，同一窑口相同种类陶瓷器的烧制温度存在

差异，如同属ＴＭＫ青釉瓷ｚｕ１，ｚｕ４，其烧制温度不尽
相同；而不同种类的陶瓷器产品的烧制温度却会相

同，如ＢＫ的ｚｕ１６有施青釉痕迹，ｚｕ２１属于硬陶，烧
制温度却相近，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窑

口在瓷器的烧成温度，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图１４　标本ｚｕ４、ｚｕ１２、ｚｕ１３的Ｘ射线衍射图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４、ｚｕ１２ａｎｄｚｕ１３

图１５　 标本ｚｕ１、ｚｕ５、ｚｕ１６、ｚｕ２１的Ｘ射线衍射图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ｚｕ１、ｚｕ５、ｚｕ１６ａｎｄｚｕ２１

３　结　论

通过以上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可得出以

下结论：

１）ＴＭＫ与ＢＫ两个窑口周边均具有不同种类
的制瓷原料，ＴＭＫ在青釉瓷制作过程中选择一种高
硅低铝的原料，对原料的处理也更为精细，其外观质

量高于ＢＫ的青釉瓷。
２）两个窑口的瓷釉均添加了草木灰作为主要

助熔剂，从瓷釉的配方来说，ＴＭＫ与ＢＫ的青釉瓷均
属于钙釉，而ＢＫ的酱釉瓷中既有钙碱釉，也有钙碱

釉；瓷釉表面的颜色也主要与铁、钛等致色元素的含

量有关。

３）两个窑口瓷器的烧制温度可达１２００℃，说
明柬埔寨吴哥时期陶工已经掌握了烧制成熟瓷器的

窑炉工艺，同时，两个窑口在瓷器的烧成温度上，并

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由于本工作分析高棉瓷器标本有限以及文章篇

幅的制约，只是对柬埔寨 ＴｈｎａｌＭｒｅｃｈ窑与 Ｂａｎｇ
Ｋｏｎｇ窑两个高棉窑址出产瓷器的胎釉原料和烧制
工艺进行了一次初步探讨，希望有助于增进人们对

高棉瓷器的认识。而有关高棉瓷器的许多方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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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棉瓷器的器物风格、生产工艺和技术传承，与中

国瓷器的关系，高棉瓷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等，都还有待我们进一步作全面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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