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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附近发现 了古陶瓷窑遗址
,

经初步发掘考证
,

有专家学者认为是

南宋官窑修内司窑遗址
,

然 而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
。

本文通过对万松岭出土青瓷及相关青瓷胎釉

成分的分析对比
,

认为万松岭老虎洞官窑就是修内司官窑
,

同时也论述 了修内司官窑以及郊坛官窑

青瓷采用的浙江地区原料
,

而不是从河南地区引进部分原料烧制
。

关键词 万松岭 修内司 南宋官窑 成分分析

长期 以来
,

人们对宋代官窑的有关问题有着许多争议
。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发现

相应的官窑遗址
,

随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以及郊坛南宋官窑遗址 的发现
,

许多长期悬

而未决的相关问题逐渐有 了较为一致 的看法
。

19 9 6 年 9 月老虎洞窑址被偶然发现
,

该窑址位

于杭州市上城 区凤凰山与九华 山之间长约 7 0 0 m 的一条狭 长溪沟的西端
。

窑址现场为一约

20 0 0时 左右的山吞平地
,

海拔高度约 90 m
,

南距南宋皇城墙不足百米
,

距南宋郊坛下官窑约

2
.

s k m
,

窑址位置在南宋皇城遗址保护范围之内
。

窑址 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宋代青瓷
,

经初步分

析
,

有学者认为该处为南宋官窑之一的修内司窑遗址川
。

对该遗址古陶瓷残片进行深入的科学

分析研究
,

必然会对该窑址属性 以及宋代官窑的演变等提供必要的参考帮助
。

1 瓷片的外观特征

本馆陶瓷部提供了老虎洞窑青瓷残片 8 片
,

以及相关的郊坛官窑
、

汝窑
、

龙泉 (白胎 )等青

瓷残片共 2 6 片
。

其中
,

X n sl 为器足残片
,

灰色胎
,

粉青色釉有纹片
,

胎厚约 3 m m
,

釉约 l m m ;

X sn Z 为器足残片
,

浅灰色胎
,

粉青色釉有纹片
,

胎厚约 3 m m
,

釉厚约 Zm m ; X sn 3 器型不详
,

灰色

胎
,

厚约 3 m m
,

青灰色釉无纹片
,

厚约 l m m ; X n s4 器型不详
,

黑色胎
,

厚约 3 m m
,

灰青色釉细纹

片
,

厚约 l m m ; X ns s 为器足残片
,

深灰色胎
,

厚约 s m m
,

天青色釉有纹片
,

厚约 l m m ; X ns 6 器型

不详
、

灰 白色胎厚约 s m m 外天青 内灰青色釉有纹片厚约 l m m ; X ns 7 器型不详
,

黑灰色胎
,

厚约

4
.

s m m
,

偏青米黄色釉有纹片
,

厚约 1
.

Zm m ; X sn s 为瓶颈肩部残片
,

黑灰色胎
,

厚约 4
.

s m m
,

外

天青 内青灰色釉有纹片
,

外釉厚 1
.

6m m
,

内釉厚 0
.

s m m
。

老虎洞窑址出土瓷片的有关分析测试还较少
,

本文在成文后修改期间
,

作者于
`

99 古陶瓷

科学技术讨论会上看到李家治先生发表了关于万松岭瓷片的研究报告
,

特此将该论文中有关

数据 (以下称万松岭 B 系列
,

共 11 个样品 )作为补充对比
,

特别是万松岭 B 样品中釉色多为油

灰和白色
LZ」 ,

与本文中样品 (以下称万松岭 A 系列 )有很好的相互补充
。

老虎洞窑南宋地层出

土瓷片中
“

釉色以粉青
、

米黄色为正烧品的主流
”
川

,

本次实验所选的瓷片则包含粉青
、

米黄
、

天

青
、

青灰等多种釉色的正烧品
,

且工艺精 良
,

能较好地代表该窑瓷片的烧制水平
。

2 瓷片的成分分析

我们采用了波长色散 X 荧光方法对这批青瓷残片样品进行了胎釉化学成分测试
。

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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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上海博物馆实验室仪器组的 日本岛津产 SX F 一 1 2 0 0 B F 型波长色散 X 荧光光谱仪
,

方法为

经验系数法
,

使用古陶瓷残片为标准样品
,

结果如表 1 所示
。

表 1 老虎洞官窑及相关青瓷胎釉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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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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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有关古陶瓷数据库
L“」 ,

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郊坛官窑
、

汝窑
、

龙泉窑的测试数据与以往

所测得的相应各类古陶瓷数据相符
,

从而也验证了本次测量数据的可靠性
。

3 成分数据的因子分析

图 1
、

2 为本次测试的万松岭老虎洞官窑样品和万松岭 B 瓷片胎釉化学成分的因子载荷

图
,

由于以往一些龙泉黑胎青瓷
、

郊坛官窑瓷片的数据中元素不全
,

如缺少 M n O
、

R O
S 、

IT O
:

等

元素
,

本次多元统计分析并没有采用这些数据
。

从图 l
、

2 可见万松岭 A 与万松岭 B 两组瓷片

的位置基本相同
,

说明两组胎釉数据基本相同
,

只是胎的数据稍有差异
,

这或许是样品本身有

此差异
,

亦或是 由于测量方法上的偏差
,

但不影响下文分析讨论的结论
,

在此略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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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虎洞官窑及相关青瓷胎化学组成的因子载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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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虎洞官窑及相关青瓷釉化学组成的因子载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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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汝窑的数据集中在一起
,

说明其用料较为一致
,

临汝的数据点虽靠近汝窑但略有所

分开
,

需要指出的是汝窑和临汝所在区域为高铝低硅胎所在区域
,

也是北方瓷片胎 的化学组

成的特征 区域之一
。

宋早期官窑产品数据点与汝窑相对接近
,

但与汝窑及临汝都有一定距离
,

说明该瓷片并非汝窑产品
,

由于高硅低铝的特点
,

其烧造地点可能为北方
。

从图 1可见万松岭

A 组瓷片除两点落在龙泉白胎青瓷的范围外
,

其余各点与万松岭 B
、

郊坛位置都较为接近
,

值

得注意的是
,

万松岭瓷片胎的组成点与郊坛官窑瓷片胎 的组成点范围有一定差异
。

因本次测

量中万松岭 A 瓷片中胎 中 C a O 的含量要普遍低于郊坛官窑瓷片胎中含量
,

为避免测量 中的误

差
,

故将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单独测量的万松岭 B 组瓷片与郊坛官窑瓷片的数据作一统

计
LZ , ,

万松岭 B 瓷片胎的 C a O 含量平均值为 0
.

135
,

最高值为 0
.

29
,

而郊坛官窑片胎的 Ca O 含

量平均值为 0
.

38 6
,

其差异是较明显的
。

图 2 表明万松岭 A 和万松龄 B 的组成点重叠在一起
,

但明显散落成两个区域
,

即万松岭

两组样 品中都有个别组成点远离落在图 2 右下方
,

这是由于这几个样品釉中含有较高的 N aZ O

和较低 的 C a O
,

而杭州古中河南段采集的三个瓷片中的两片也具有这一特征
`4 1 ,

因而古中河南

段采集瓷片不排除为万松岭产品的可能
。

郊坛官窑瓷片的组成点与万松岭瓷片釉的组成点基本可分
,

主要差异体现在万松岭瓷片

釉中含有较高的 K
Z
O 和较低的 C a O

,

而它们都与汝窑瓷片釉 的组成点有明显分开
。

4 老虎洞官窑就是修内司官窑

目前学术界对万松岭老虎洞官窑的归属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

争论的焦点为老虎洞宫窑是

否为南宋官窑之一的修内司窑
,

以下分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

4
.

1 老虎洞官窑青瓷与汝窑青瓷有一定继承发展关系

老虎洞官窑瓷片在胎质与器物造型上与汝窑有继承发展关系 川
,

而且在釉色的玉质感和

具有晶莹斜茬的冰裂纹等方面与汝窑也有继承发展关系
L, ’ 。

这正符合了古文献中有
“

袭故京遗

制
”

的记载
,

对于这一记载
,

有学者通过南宋官窑
、

传世哥窑和汝窑青瓷等的胎釉元素成分数

据对 比分析
,

认为
“

可能从河南引进部分关键原料粘土和长石承袭北方传统工艺制作
” `6 , 。 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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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洞青瓷残片看
,

在胎质
、

胎色和器物造型等工艺上与汝窑确有相似之处
,

但通过老虎洞官窑

和郊坛官窑及其他相关青瓷化学成分数据的分析以及其他方面分析表明
,

老虎洞官窑以及郊

坛官窑更可能还是采用浙江地区本地原料
。

其原因主要有
:

( l) 在修内司和郊坛官窑烧造期

间
,

由于战乱
,

河南 当地 的窑业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

而且从河南向杭州运送陶瓷生产原料并

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

在当时的情况下
,

南宋朝廷是很难在窑业制造上花

费这般大的力气
。

实际上是郊坛和老虎洞官窑青瓷与汝窑青瓷的胎釉化学成分数据相差明

显
。

( 2) 表 2 所列为浙江地区原料的化学组成
,

认为引进了部分河南原料的主要原因是
:
浙江地

区各类瓷石含铝量低
,

1A
2
O

3

在 20 % 以下
,

含 iT o
:

量更低在 0
.

1% 左右
,

需掺用紫金土满足胎

中高 A 1
2
0

3

和 IT O
:

的需要量
,

但紫金土中含大量 的 eF
2
0

3 ,

其中的 IT O
Z
/ F eZ O

3

比与传世哥窑瓷

胎的 IT O
Z / eF 刃

3

比相差甚远
。

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
,

但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作者没有考虑到
,

就是修内司等窑的青瓷制作是
“

沉泥为范
” ,

表 4 中的数据均为各原料的原始数据
,

没有经过淘

洗取细这一步
。

现代陶瓷工艺 中
,

淘洗的主要 目的就是降低 F eZ O
3

的含量
,

所以经过淘洗后的

泥料中 IT O
Z / FeZ O

3

的比例一定会有改变
,

从 而使得瓷胎的元素配比可能较好地满足
,

这可在

今后 的工作中予以模拟测试
。

( 3) 还有一点更应注意的是
,

引人河南部分原料这一结论的导出前提是认为高铁粘土在浙

江各窑区是没有的
。

但有学者发现在乌龟 山山弯的右侧坡面有一条粘土矿带
17 ’ ,

其化学组成如

表 2 所示
,

该粘土 IT O
:

的原始含量为 0
.

93 %
,

经淘洗后含量达 1
.

30 %
,

这一含量不可谓低
。

加

人适量的经淘洗 的紫金土完全可以使 IT O
:

的含量达到更高的含量
。

而表 2 中乌龟山窑具的分

析测试表 明窑具支钉是用窑址附近的粘土原料加人部分紫金土制成的
L“ ’ 。

1
,

a b le Z

表 2 浙 江地区有关原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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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南宋官窑在胎釉化学组成上与汝窑青瓷有 明显差异
,

说明老虎洞官窑更多的是

在工艺上与汝窑有继承发展关系
。

实际上
“

袭故京遗制
”

这一记载或许也有强调
“

自制窑烧造
”

这一事件的含义
。

4
.

2 老虎洞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产品有差异

万松岭老虎洞窑是南宋官窑这一结论已逐步得到认同
,

但近来有人认为
: 南宋时期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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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 日益加大
,

光靠乌龟 山官窑一处生产
,

远远满足不 了当时的需要
。

为

改变官窑生产不足的情况
,

一方面就地开辟老虎洞窑进行生产
,

另一方面还要下令龙泉窑按宫

廷需要烧制
“

贡瓷
” 。

前文的因子载荷分析表明
,

老虎洞官窑与郊坛官窑产品有三点差异
: 一是两者胎的化学组

成有一定差异
,

主要表现在 C a o 含量上 ;二是两者釉的化学组成在 K
Z
O 和 aC O 含量上有差异

,

这导致了瓷釉在外观上和显微结构上的不同
LZ ’ 。

三是万松岭老虎洞官窑有一类产品的釉为高

钠低钙
,

与其他产品在化学组成上有明显不 同
,

而郊坛官窑产品则没有该类产品发现
。

老虎洞

官窑与郊坛官窑所在地相距仅 2
.

sk m
,

若真是为补充郊坛官窑的生产量而设置
,

老虎洞官窑产

品也就不应该与郊坛下官窑产品有以上三点不同 了
。

作为专门烧制 以供宫廷享用的高档瓷

器
,

官窑产品的制作工艺是较为精良而稳定的
,

若老虎洞官窑和郊坛官窑完全为同一时期的窑

口
,

区 区 2
.

s km 的距离是不会导致两窑 口产品有这些不同的
。

虽然老虎洞官窑与郊坛官窑都经过了从厚胎薄釉发展到薄胎厚釉 的早晚发展序列
,

但老

虎洞官窑以厚胎薄釉
、

厚胎厚釉为主
,

薄胎厚釉少见
。

万松岭 A 系列瓷片中有两片胎的组成点

在因子载荷图中落在 了龙泉白胎青瓷范围内
,

老虎洞官窑瓷片中釉的化学组成也分两类
,

这是

瓷片在化学组成上的多样性 ; 而老虎洞官窑瓷片从胎釉 的颜色
、

质感等许多方面
,

其多样性表

现得更为显著
。

这些都显示出老虎洞官窑比郊坛官窑有更多的探索试烧的成分
,

提示老虎洞

官窑较郊坛官窑要早
。

其实
,

抛开老虎洞官窑与郊坛官窑的早晚不谈
,

仅是两者相距甚近
,

却

有明显不同这一点
,

就与文献中
“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
,

比旧窑大不伴矣
”
的记载相吻合

。

总结老虎洞官窑的有关报告和对胎釉成分分析结果认为
: 老虎洞官窑在杭州凤凰山下万

松岭一带地方
,

该窑址瓷片南宋层废品打碎以后挖坑深埋处理
,

瓷片釉质莹彻
、

极其精致
、

有玉

质感
,

瓷片同汝窑有继承发展关系
,

同郊坛相距虽近却有 明显不同
,

而且老虎洞官窑有比郊坛

官窑更早烧造的极大可能
。

从这些我们不难看 出
,

老虎洞官窑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

至于修内司官窑是否为传世哥窑等 已非本文关注问题
,

但由于无损测试技术的不断发展
,

将来对传世哥窑青瓷的系统分析测试
,

必将会对宋代官窑的有关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
。

5 小结

l) 老虎洞官窑不同釉色从粉青
、

米黄到天青
、

青灰等的正烧瓷片
,

其釉的化学组成并没有

太大不 同
。

2) 由于浙江地区存在高钦粘土
,

以及修内司官窑的
“

沉泥为范
”

的制胎工艺
,

加上修内司官

窑烧造时的政局
,

修内司官窑以至郊坛官窑的烧造应当是就地取料
。

3) 老虎洞官窑瓷片釉 的化学组成可分为两类
,

而杭州古中河南段采集瓷片很可能是老虎

洞官窑产品
。

4) 老虎洞官窑瓷片胎和釉的化学组成与郊坛官窑都有明显不同
,

综合各方面因素
,

我们认

为老虎洞官窑就是修内司官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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