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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这些建材的来源经过严格选择后固定其产地。 琉璃砖

瓦：昭陵所用的琉璃构件一律由盛京工部管辖下的海洲析木

城附近的黄瓦窑烧造。此窑在明末原是侯家私窑。产品不过

是盆、碗等日用器具。天命五年，海州被纳入后金版图之后

，侯家窑窑主主动向努尔哈赤进贡其烧造的绿釉陶器表示归

附，受到努尔哈赤的称赞，封他为五品备御世职。从此，这

座侯家窑就成了清朝第一座“官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

在辽阳以东营建东京城，建盖八角殿所用的大批琉璃龙砖彩

瓦．就是由这座窑提供的。清迁都沈阳后，修建盛京皇宫也

由此窑烧制琉璃砖瓦。并从此成为定制。凡盛京坛府、陵寝

、宫殿所需琉璃构件均由此窑供应。此窑隶属盛京工部。五

品官侯家在盛京有官邸，常驻盛京。每遇陵寝或宫殿琉璃瓦

件损坏需要修补时，五品官要亲到现场查看，由匠役量明尺

寸．看好花纹，然后送海城如式烧制。《陪都纪略》说：“

工部官窑，琉璃瓦料，牛庄烧造难于运脚。”此处牛庄烧造

一句是指海州窑，因为砖瓦烧完之后要由牛庄上船从辽河入

浑河水运到沈阳码头，运输十分麻烦。所以又有“难于运脚

”之说。黄瓦窑的存在历史很长，据说，直至伪满时还专门

为修三陵烧过一次琉璃构件。此后告废。 石灰：顺治八年，

昭陵草创时规定，所用的石灰从盛京城南百里的辽阳附近山

场烧制。乾隆二十四年改由本溪窑子峪山场供给（今本溪以

东水峪附近）。乾隆三十一年，盛京工部奏报，本溪窑子峪



出产的石灰含沙量大，灰性不粘，至使用此灰的工程不易坚

固。为此，又选择辽阳大砬子山场（本溪窑子峪山场西南二

十里）开窑烧灰。乾隆后期及以后各朝修陵均使用这里的石

灰。 木植：陵寝修建所用木材量很大。这项木料分为大料及

小料两类。大料来源于辽东各山场，然后利用浑河水运到沈

阳城东的“木厂”。至于小料则由工部从盛京木市采办。 土

：昭陵用土量不小，但是不准在陵寝范围内挖取，因为这样

被认为破坏了“风水”，关系重大。用土必须用“客土”（

即其它地方的土）。顺治八年规定，昭陵修建用土要到陵西

四里以外的地方挖取。（这可能与“五行生克”有关系。） 

青砖青瓦：昭陵用的青砖青瓦数量也很大。烧造砖瓦也有固

定地点，不得乱挖土乱设窑。顺治八年规定，修昭陵用砖在

陵市八里设窑。 石料：石料在修建陵寝时用量也不小。这些

石料分为大石料、小石料及碑石、龙趺石等。石料产地也有

规定。大石块料，如，台基、丹陛石、阶条石多采自易州南

山；小石料，如，柱础等采自梨花峪及沈阳城南六十里的香

炉山、瓢杓屯等处，碑石及龙趺石出自顺天府（北京）房山

大石窝。至于隆恩殿月台用的各种名贵石料，如翡翠石、白

宝石、臬兰宝石、青金石等等产地肯定更远，有的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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