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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址发现于1958年，1975年复查后确认为辽代窑址。
1984年在窑址中发现寿昌五年（1099年）琉璃釉器残件，1991年至1994年正式进行考古发掘。
　　龙泉务窑的考古发掘证明，其产品有精、粗两类，大量的是日用粗瓷，亦有少量高档精品白瓷。
高档精品白瓷的工艺，是从定窑烧造工艺传来的。
在这个窑址中还发现有三彩器。
辽三彩是辽代陶瓷工艺中有代表性的产品。
经化验分析得知，龙泉务窑址中的三彩器是含碱钙的硼酸盐釉，证实我国在一千年前已使用无毒的硼
釉，这在世界上应属创举。
但是，我国使用硼釉的技术却如昙花一现，除在北京辽代龙泉务窑址中发现，并没有继承下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辽代制瓷工艺基本上是继承了五代和北宋的传统。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契丹贵族消费的高档瓷器，几乎都是来自五代和北宋诸名窑的产品。
在已发现的契丹贵族墓葬和塔基中出土的瓷器，早期有越窑和定窑，其后有景德镇窑。
这一发现一方面说明，契丹贵族和笃信佛教的信徒们一致认为，当时的高档瓷器是五代和北宋一些名
窑的产品；另一方面也反映辽国境内烧造的瓷器工艺水平远远不如中原地区。
所以，契丹贵族便采用掠夺的方式，或是迫使吴越和北宋以进贡的方式来获取南方和中原的高档瓷器
。
辽国境内所生产的陶瓷器只能是满足广大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粗瓷器，因而，北京龙泉务窑所生产的
陶瓷产品只能是以粗瓷为主，精品高档瓷器为辅。
这是辽代制瓷工艺技术水平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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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址发现于1958年，1975年复查后确认为辽代窑址。
1984年在窑址中发现寿昌五年（1099年）琉璃釉器残件，1991年至1994年正式进行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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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龙泉务瓷器的装饰主要流行于中晚期器物之上，装饰方法有刻、印、点彩三种，其中刻花最为流
行，印花次之。
装饰题材以花叶纹为主，人物、动物图案较少，花卉中莲辦所占比重最大，牡丹次之，叶纹的时代、
地域特征明显。
莲辦的形状有菱形与三角形两种，菱形莲辦细而长，其上下左右所形成的空间又构成三角形的莲花辦
，图案效果明显，规律性较强。
这种形状的莲辦纹在辽代早期地层有少量出土，辽宁辽阳商家沟一号墓出土的白釉刻莲辦纹温碗、罐
、执壶的器身花纹均采用此种方法制作。
菱形莲花上中两层的每片花辦中间起棱。
三角形莲辦的外轮廓线由弧边三角形组合而成，三层花辦每片中间均有起棱。
这种装饰方法在窑址的最下层出土较多，北京辽韩佚墓中也有出土，说明在辽代早期已大量使用与流
行。
仰莲辦最为常见，窑址中大量出土，碗、盘、壶、罐等器物上普遍使用。
中期以后，龙泉务瓷器上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花叶纹，这种纹饰由叶片和花辦组合而成，并以中间部位
的叶纹为主，叶片细长、边缘曲折，酷似蕉叶，叶脉密集而又排列整齐，每两片叶纹的上部空间饰花
辦，下部空间为莲辦，花辦有起棱与不起棱两种。
以这种花纹为装饰的瓷器在窑址的中期及纪年墓中也有出土，有年代可考的辽宁朝阳赵匡禹墓出土的
白釉雕花贴塑注壶的内壁装饰与本窑址所出基本相同，因此可知这是辽代中期较为流行的一种装饰题
材，并一直延续到辽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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