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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奇

乐东龙窑烟火
■ 文\刘亭亭 图\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海南的古陶瓷窑址，以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澄迈福安窑最为知
名。少有人知的是，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乐东黎族自治县也分布着不
少古窑址。几年前，为完成单位“‘一带一路’文化遗产研究”课题，我们
一行数人前往乐东开展古窑址调查工作，发现了三处古窑址和一座颇
具规模的新龙窑，并由此增加了对乐东陶瓷文化的认识。

堆放在龙窑内的陶瓷器。

龙窑外部。

龙窑大多依山而建，窑身倾
斜，头低尾高，形似长龙，故称“龙
窑”。龙窑主要由窑头、窑室、窑尾
等三个部分组成。火膛位于窑头，
具有进柴、点火、送风的作用。窑
室是装烧坯件的空间。后期的龙
窑又增加了投柴孔、挡火墙、窑门
等结构。这种窑炉结构可保持空
气顺畅流通，使燃料充分燃烧，火
力旺盛，比较适合大规模批量式烧
造陶瓷器。福安窑窑炉属于龙窑
发展的最后一种窑型，即横室阶级
窑，也叫斜底障焰柱式龙窑。这种
窑型烧造时期偏晚，主要集中在我
国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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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沟的新龙窑

根据原有调查资料记
录和乐东旅文局同事的讲
述，乐东散布着不少古陶
瓷窑址，其中三曲沟古窑
址留存面积最大，龙窑的
体量居全岛古窑之冠。有
了古窑址的明确信息，我
们驱车向黄流镇三曲沟进
发。刚到三曲沟并未找到
古窑址，但发现了一座新
中国成立后新建的龙窑，
约有二三十米长，横亘在
距柏油路不远的一片空地
上，整体用红砖砌成，窑身
上方又糊了一层水泥和沙
子的混合物。龙窑最前端
是一个圆形的大烟囱，由
下而上逐渐收缩像个小山
包一样，烟囱后面长长的
窑身犹如拱起的龙身，是
名副其实的龙窑。窑身一
侧设有窑门，应是往窑内
运送陶瓷器的入口。窑身
周边放着许多劈好的木
材，明确告诉观者这是一
座柴窑。与笔者交流时，
新龙窑的主人邢师傅说，
他们不久后就要点火烧
造。

能看到一座柴窑是难
得的缘分，因为如今柴窑在
全国都比较少见。即便是
瓷都景德镇，大部分制瓷师
傅已使用更为简便的气窑
和电窑，少量柴窑多用于烧
造比较高端的瓷器。

龙窑附近盖有一间陶
瓷作坊，我们去的时候邢
师傅正忙着制作陶器。据
邢师傅介绍，他是当地制
陶工艺第五代传人，少年
时便在家中耳濡目染学习
陶艺，如今是村中屈指可
数的制陶匠人之一。他现
场给我们展示了拉坯成形
的制陶工艺，这种慢轮加
工的技艺来自古时的传
承，已成为当地颇有名气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邢
师傅所制陶瓷的形态来
看，一些束颈大罐、壶、碗
上既美观又实用的桥形系
（耳），还留有几百年前甚
至更早的三曲沟古窑址烧
造陶瓷的影子。

在田野上寻古窑

探访过邢师傅的新龙窑，在新民村村民容族新
先生的带领下，我们终于看到了位于新民村西侧约
300米的田地里的古窑址。容族新是乐东知名的收
藏家，拥有私人博物馆——乐东黄流龙窑博物馆，在
乐东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筹建时，他还曾捐赠过一批
本地的特色文物。据容族新所述，此处离三曲沟还
有数里路，新民村古时为窑灶沟（窑灶村），所以古窑
址叫“新民村窑址”或“窑灶沟（窑灶村）窑址”才更合
理。三曲沟古窑址原有8座龙窑，后来其中的一部
分陆续被老百姓铲平。如今，剩下的3座龙窑位于
广袤的田地上，窑址周边零星散落的釉陶残片，仿佛
仍在努力记录着曾经熊熊燃烧的窑火。

据新民村村民委员会编撰的村志记载，一说
新民村制陶史可追溯至300多年前，詹氏祖先有
富公在清代康熙年间从海南琼山县西塘都龙塘村
迁至此地，娶妻黎氏，为新民村制陶先祖，他向其
他村民传授制陶工艺，制陶成为该村的一个产业，
这一状况延续至今。另一说为该村先祖明代万历
年间从今三亚崖州区水南村迁徙至此，因此地泥
土适合制陶，遂定居于此，至今已有27代，古窑址
前原有数万亩的番人塘，陶工将烧造好的器物装
船，经番人塘入海运往各处。

现存3座龙窑的窑基，已被文物部门有意识
地保护起来。中国古代的陶瓷窑炉，根据窑炉外
形特点，可分为馒头窑、龙窑和马蹄形窑等。比
如，澄迈县福安窑确定为横式阶级窑，属于龙窑的
一个类型；琼海市的田朗园窑址有窑炉暴露在外，
穹顶部分坍塌，是明显的馒头窑；三曲沟窑址还未
发掘，但从其狭长的形态来看，也属于龙窑。该窑
址虽然荒草丛生，但大体能看出是沿坡地由低至
高而建的，分为多个窑室，窑室相互衔接，每个窑
室都设有通火孔，最顶端还有排烟孔。

三曲沟龙窑周边的土地泥色明显较为灰白，
而且邢师傅新龙窑烧造陶器也在此地取土，所以
这处古窑址烧造陶瓷时很可能是就地取材。新民
村靠近乐东第二大河流——望楼河，周边水源十
分丰富，西部又临近海岸，取水烧窑和水路交通都
很便利。此外，三曲沟还靠近当地的历史文化名
镇——黄流镇，黄流历史悠久，是乐东人口最多、
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陶瓷器在古代具有商品
属性，在人口较多的城镇附近烧窑对其销售是有
利的，同时先进的窑业技术也比较容易在这些地
方传播。窑址附近有可以烧造陶瓷器的原料，位
于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又靠近河流并沿海，三曲
沟窑业的发展可谓兼具地利、人和之优势。

三曲沟窑址的年代

关于三曲沟窑址的年代问
题，有海南学者的著作指出最早
起源于唐代，不过未指出具体的
依据。据容族新所说，2014年1
月，山东莱芜文管所的李仕严曾
到过此地的古窑址，采集到一批
唐宋时期的陶瓷片，但这批陶瓷
片已无从查证。笔者猜测李仕
严定窑址年代为唐代的依据之
一，可能是在窑址采集的陶罐等
器物上有手捏的桥形系，唐代确
实手捏系比较流行，但很多偏远
地区做陶至今仍用手捏系，像邢
师傅新龙窑烧造的陶罐就是其中
之一。容族新收藏有不少饼足
碗，按一般陶瓷鉴定的理论来说，
饼足碗流行于中唐甚至更早时
期，但容族新自己也承认这些碗
都是近现代本地烧造的，所以仅
靠器形给远离中原腹地的海南岛
的陶瓷器断代是明显欠妥的。

另外，新民村村民在窑址附
近拿出捡到的一块“福”字款釉
下褐彩盘底和开元通宝铜钱，村
民原以为写的是“唐”字，便以此
认为瓷片是唐代的，后来被笔者
纠正应是草书的“福”字。开元
通宝虽是唐代铸造，但铸造量巨
大，即便是现在也是最常见的铜
钱之一。而且这枚铜钱是在田
地中拾得，不是出自窑址年代确
切的考古地层中，断代意义不
大。像福安窑考古发掘中发现
了一件“洪化通宝”铜钱，由于是
科学发掘，存世量又相对较少，
就可以为福安窑是清代窑址提
供佐证。所以判断三曲沟古窑
址的年代是否为唐代，还需进行
更为严谨的考证。

乐东还有抱由窑址、田头村
窑址、丹村窑址和羊上村窑址等
几处古窑址。根据原有记录，位
于内陆的抱由窑址已被水塘淹
没；丹村窑址、田头村窑址和羊上
村窑址等烧造的器物推测与三曲
沟窑一致，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
乐东沿海的窑址群，建议可称作

“三曲沟窑系”。
从采集到的陶瓷片标本来

看，三曲沟窑址的器物以大器居
多，有些大罐高近一米，还有些
陶缸、大碗，多使用刻划等装饰
技艺。有不少陶瓷器处于类瓷
类陶之间，很难界定陶瓷属性，
一般来说龙窑多用于烧造瓷器，
但三曲沟尚未发现像福安窑一
样的青釉瓷和青绿釉瓷。未来
只能期待对一些三曲沟窑系的
古窑址进行考古发掘，以获取更
多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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