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1016471

10位ISBN编号：750101647X

出版时间：2005-6

出版时间：文物出版社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页数：4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

前言

　　龙泉窑瓷业主体遗存和它的瓷业生产中心，集中分布在今浙江省龙泉市。
南宋前期叶真在《坦斋笔衡》中曾明确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
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①据20世纪肋年代以来的多次考古调查，在现今的丽水及温州地区已发现历代的龙泉青瓷窑址达500
余处，其中360多处密集于现龙泉市境内瓯江上游龙泉溪、秦溪及其支流两岸。
　　龙泉市位于浙江南部山区。
浙南中山地区包括仙霞岭、洞宫山、雁荡山、括苍山等山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连绵不绝。
龙泉市北邻遂昌县，东交云和县，南接庆元县，西界福建省蒲城县。
境内地势高峻、崇山峻岭，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就达12座。
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因此历史上开发较迟。
据方志记载，在晋代以前属括苍黄鹤镇，其地有剑池湖，又名龙渊，至晋代始设龙渊乡，唐避高祖名
讳改曰龙泉。
唐乾元二年(759年)越州刺史独孤屿请以括苍龙泉乡置龙泉县，始设县治。
宋宣和四年(1122年)诏天下县镇凡有龙字者皆避，因改剑川。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复为龙泉县，管辖龙泉、剑川、西宁、延庆、松源五乡，庆元三年(1197年)分县
之松源乡置庆元县。
元以处州路为总管府，属浙东道，明初改处州府为安南府，寻曰处州府。
洪武三年(1370年)省庆元县，设庆元巡检司，十三年(1380年)复置庆元县。
清初承明布政使司之旧，至康熙初始称行省，龙泉和庆元均属处州府，现则辖属丽水市(原曰丽水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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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青瓷系统，从宋代到明代，持续盛烧数百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今龙泉窑市东郊至云河县境内的紧水滩水库淹
没区——龙泉东区山头窑、大白岸以及源口诸窑址群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取了大量重要的窑炉、作坊
遗址以及瓷器标本。
本书详细介绍了龙泉东区窑场的青瓷生产情况、历史分期和产品特征，从而让学术界对龙泉窑有一个
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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