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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5_AF_BC_E6_c34_509770.htm 各位游客： 欢迎你

们来龙窑寨观光游览！ 龙窑寨地处太平湖中心湖区，是一个

融陶瓷文化、原始风貌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新景点。寨中三

面环水，山青林幽，龙窑卧坡，陶具香古，门内的情侣松、

三姊妹松，轻摇绿意，时刻欢迎中外宾朋光临。 大家看，这

是龙窑寨的标志物陶轮，左边是陶坊，上面长如巨龙、张开

巨口的就是龙窑，龙窑寨名便由此而来。在讲解这些之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的陶瓷文化。 大家都知道，我国古

代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这是中华

民族的骄傲。可是，除四大发明之外，瓷器也是我国的伟大

发明，而且比国外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遗产之一，也是世界文化瑰宝。陶器出现在距今约8000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逐渐发现泥土

与适量的水混和后，就会有粘性和可塑性，可以用手随意把

它塑成各种形状，在太阳下晒干，泥坯变硬，可盛干东西。

当先民们把打来的野兽、山鸡用泥包裹好放在火中烧烤，等

烧好后再把泥敲开，发现泥经过火烧后变得坚硬，再烧到一

定温度后，不仅能盛水，而且耐火，能用以烧煮食物。这样

，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新物质陶器就诞生了。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人类学会制陶术标志着

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虽有塑料及金属

容器和饮具，仍无法代替陶器的位置。所以，陶器从诞生之

日起，便永远陪伴着人类。 太平湖水域内烧制陶器的历史可



上溯到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太平湖在商周时期就有硬

陶，秦汉时出现釉陶，晋宋时已有完整的陶器可考。如果你

们有兴致沿湖漫游，随手就可拾各类古陶片，运气好的时候

还能在被湖水洗出的古墓边拾捡到完整的古陶器。 好，说到

这里，让我们先仔细看一下作为龙窑寨标志物的陶轮。陶轮

是制陶最原始的也是最主要的工具。是人类制造的最早的简

单机械装置，是现代车床的雏形。远在七千年前，人类就利

用惯性原理制造了陶轮。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文化，在制陶

上已广泛采用了轮制技术。今天，我们要使一个轮盘转动已

是轻而易举的事了。但在六、七千年前或者更早的年代里完

成这一动作，那可算是一个创举了。我这么说，大家只知道

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随我到陶坊看看吧。 这就是陶坊，也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车间。里面不大，也很简陋，但它能把

你带回远古时代，领略我国古人制陶的技艺和情趣。大家看

这墙壁上的陶器，有罐、盆、碗、壶等，共有七、八十个，

这都是来我们龙窑寨的四方游客的作品。虽做得很简单，但

难得那份制陶的乐趣。大家再看这位制陶的师傅，他把泥放

在陶轮上，用力转动陶轮，在转动中又利用同心圆的原理，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一边转动，一边手捏、提、拉成型，成

型后一边转动陶轮，一边用竹刀等工具整型修坯，使内外形

状规整，以后再去烧成，这是除选淘泥、练陶泥后的第一套

工序。（制陶师傅边操作，边作适当讲解）。用这种轮制法

做成的陶器，器形规整，器体厚薄均匀，器壁表里大多遗有

平行密集的轮纹，器底也往往遗留线割的偏心纹。大家看清

楚了，呆一会每个人都可以试试。不论做得好坏，贵在参与

。 下面请各位随我到外面看龙窑。制造陶器最后的也是最关



键的一道工序是烧成。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曾有一个平地

堆烧的过程，后来人们发明了窑，有蛋形窑、龙窑、馒头窑

等，闻名于世的景德镇瓷器，就是在蛋形窑中烧成的，而龙

泉青瓷就是在龙窑中烧成的。我们眼前的这座窑，就是龙窑

。这座龙窑有40多米长，两边各有48个烟孔，（取事事发之

意）是烧窑过程中调节火候用的。除窑头窑尾两大进出门外

，靠两边还开有两道小门，供装窑出窑之用。龙窑是在馒头

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东汉晚期就出现了龙窑雏型，

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龙窑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很多龙窑都

像这座一样，多依山势或土堆倾斜而筑，由于窑身细长，高

宽不过2米左右，而长度却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宛如一条

巨龙躺卧在山坡上，因而被叫做龙窑。龙窑大多建在南方，

因为烧陶需要燃烧的火焰，而发挥长火焰的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增加窑的长度。南方多山，在山坡上砌建长形窑，使在窑

头烧的火焰顺着山势由下向上，升至窑尾出去，这种窑的本

身也起了烟囱作用，烧陶的效果很好。1961年，在太平湖北

岸发现了三座明清古龙窑址，另有一座清末时期古龙窑，窑

内有许多陶器，据说是因战争丢弃的。遗憾的是这几座古龙

窑都被湖水淹没了。 这龙窑的上面，是太上老君庙。太上老

君就是道家学说之祖老子的仙称。大家都知道，先有道家学

说后生道教，道教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教义精髓。老子主

张“天道自然、天人合人”的哲学业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相

互依存、相互转化、循环反复、物极必反，提倡世人应当顺

应自然、效法自然、知足常乐、与世无争。说到这里，大家

可能要问：制陶史与道教相差几千年，如何会尊太上老君为

陶神呢？其实，陶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类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顺应了自然法则的产物，在制陶过程中，又充分了体现了老

子倡导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验证了老子所说

的世间万物相互转化、物极必反的道理，陶文化与道教文化

是一脉相承的。关于尊太上老君为陶神，还有另一个民间传

说：传说在很久以前，太上老君造出过很多炼丹的炉子，当

他云游到人间时，发现没有烧制陶器的窑炉，于是他点化了

窑师，便诞生了窑炉。后来，陶工们每砌建一座窑炉，每烧

一窑陶器，之前都要祭拜太上老君。每年的2月15日是太上老

君的生日，陶工们都举行祭神仪式，对太上老君顶礼膜拜，

祈求保佑。 大家请随我上去，到陶瓷展厅去看看。先看看展

厅门前的这个木轮子。打眼一看，它像古老的水车，实则是

练陶泥的木碾子。将经过选采、粉碎、淘洗、配料的陶泥堆

放在这个圆型的石板上，或人或牛推着碾子转磨，直到将陶

泥转磨得匀细、润滑，可以放陶轮上制陶为止。 好了，我们

去看陶瓷展厅。 这是一间土木结构的土房子。大家可能会说

，展厅一般都是宽亮、明净、高雅的，而这里也未免太土气

了些。其实，我们认为，中国的陶瓷文化本源于原始和古拙

中。泥土是制陶的最基本的原料，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打造

这间展厅，原汁原味，更能贴进这些陶瓷。大家看，这墙壁

上陈列着70多件古陶瓷品，其出土年代、品种、色彩、大小

都不相同。我国的陶瓷分九个时期的产品，即新石器时代的

陶器、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陶瓷、战国秦汉陶瓷、三国两晋

南北朝陶瓷、隋唐五代陶瓷、宋辽金西夏陶瓷、元代陶瓷和

明清陶瓷。看，这是⋯⋯（简要介绍主要陶瓷的年代、出土

地及陶瓷特征）。各位，这些陶器还是历史学家划分人类史

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社会到了商代才进入有文



字记载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比较能说明当时社会现状的

就是陶器。在浙江余姚县距今7000年的地下堆积层中出土了

一只陶型小猪，这只小猪与现代家猪的体态十分相似，无疑

是当时所饲养的真实猪的缩影。由此可见在7000年前，我国

就已开始饲养家猪了。 这是制陶工艺流程的介绍。陶瓷生产

的工序是繁多的，主要包括瓷土的选采、粉碎、淘洗、配料

、练泥、成形、干燥、修坯、素烧、上釉、烧成、选瓷、包

装等十多道工序。大家再看这展厅的边上，堆放着零零散散

的制陶工具，这是木杵，是粉碎瓷土矿用的；这是独轮车，

是拉运陶泥用的⋯⋯这些木船等是窑工的生活和生产用具，

也堆放在这里。 各位游客，我们已经看了陶坊，看了龙窑，

看了陶瓷展厅，但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没看呢，那就是陶泥

。不是什么样的泥土都能制陶的，不然，古代的那些陶器在

外观上、断面上和器形上就不会那么光滑、匀称和规整。那

么，什么样的泥土才能制陶泥，大家还是随我到上面去看一

下。 我们脚下的这条羊肠小路，就是这里的窑工用独轮车拉

运陶泥的通道。个中辛劳，可想而知。在六、七千年前，我

们的祖先选用的陶土，就是现在称之为含有高岭石、云母、

长石和其他粘土矿物的粘土。高岭石是制造白陶的泥土，出

产于景德镇东西45公里的高岭村。它的使用不仅对由陶过渡

到瓷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对后世我国瓷器质量的提高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龙窑寨的陶土

产地。这里土质红软，树叶摇翠，空气清新、宁静幽美。这

儿的陶土虽不是道地的高岭土，但土质同样优良。不要以为

这是粗糙的砂粒土，这种砂粒经水一泡，便会变得十分粘软

。粘性大，氧化铁含量很低。氧化铁含量低，陶器的胎骨颜



色就趋向洁白，可以用更高的温度烧成。我国原始社会的陶

器含铁量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九，而到了周代已降低到了百分

之二。选择陶土不仅要除去泥土中的砂粒和草根等杂质，而

且要降低它的含铁量。这在制陶技术上是第一个重大突破。 

各位游客，今天我们游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对古老龙

窑、对中国传统的制陶工艺、对太平湖流域的陶文化和风俗

，都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我们已在远古的陶瓷文化中畅游

了一番。很高兴能有机会给大家服务，但愿龙窑寨能给大家

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谢谢大家！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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