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镇江谏壁北宋墓出土的瓷器

肖 梦 龙

17 9 8年 2月
,

镇江谏壁砖瓦厂工人在黑 上翘
,

釉色米黄
,
微泛青

,

开细片纹
。

杯
、

托皆

山湾工地取土时
,

发现了一座古墓
。

经镇江 为渣饼垫烧
,

底部呈黑褐色
,

这是景德镇湘湖

市博物馆派人前去清理
,

确知这是一座北宋 和湖田窑产品的特点
。

杯口径 .7 5 、

底径 4
、

时期的竖穴土坑墓
,

长 2
.

8 、

宽 1
.

22
、

墓底距地 高 .5 8厘米
,

托面径 1 2 、

底径 .6 3 、

高 3
.

6厘米

表深 .4 2 米
,

方向 12 0 “ 。

出土影青瓷器九件
、

(图一
, 1o)

酱揭釉陶罐一件
,

另外还有铜镜
、

铜钱和一些 3
.

影青高足杯一件

银饰件等遗物
。

现将这批瓷器简介如下
: 口沿外翻

,

深圆腹
,

柱式饼形足
,

腹部和

1
.

影青带温碗注子一套
一

足柱深刻螺旋纹
,

刀法犀利流畅
,

旋纹美观自

注子直口球腹浅圈足
,

腹面印莲瓣纹
,

使 如
,

满施影青釉
,

杯内半釉
,

杯底有一凹洞
,

釉

注体尤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
,

美观雅致
。

直
一

色青翠明亮
,

胎骨细腻坚致
,

器壁较薄
。
口径

流微曲
,

双带式柄
,

套盖
,

盖钮作蘑菇形
,

盖壁 13
.

9
、

足径 .7 3 、

高 11
.

8厘米 (图一
, 4 o)

上有二小孔用以穿绳系盖
。

温

碗口沿微折
,

深腹高圈足
,

腹面

亦印莲瓣纹
,

与注子协调一致
。

注
、

碗通体施影青釉
,

釉色明

亮
,

光润青翠
,

胎骨细白坚致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温碗的内底

尚留有烧结的五颗支垫
,

与注
子底部的五个 垫烧痕恰恰相 ’ `

付
,

可知装匣烧制时
,

注子即放

在温碗里成套烧成的
,

温碗为

渣饼垫烧
。

注子口径 4 、

腹径

1 3
.

5
、

底径 8
.

5 、

通高 2 0
.

5厘米
,

温碗口径 1 8
、

底径 10
.

2 、

高 13
.

`

厘米 (图一
, 3 )

o

2
.

影青带托酒杯二套

酒杯直口深腹圈足
,

满施

淡青色釉
,

隐现冰裂纹
,

胎白质

坚体薄
。

托子一件
,

为圈足板平

沿
,

釉色青碧莹润
,

呈浅湖色
, J 。

胎质细腻洁白
,

是影青瓷中的 图一 北宋墓影青瓷器

上等品 ;另一件托
,

圈足卷沿微 1
.

带托酒杯 .2 三联小瓜盒 3
.

带温碗注子 4
,

高足杯

.
2 4 6

-

考 古



4
.

影青碗一件

口 沿翻折成双层
,

斜圆腹
,

浅圈足
,

碗内

底划一圈凹弦纹
,

碗外施釉不到底
,

釉色青
,

微泛灰
,

胎白质坚
。
口径 16

.

7
、

底径 .6 7 、

高
.6 7 厘米

。

5
.

影青三联小瓜盒一件

三联盒作三只小瓜相联形
,

子母口
,

钮把

曲悬
,

三瓜同结一蒂
,

每只瓜上搭垂四叶
,

叶

上刻叶脉纹
,

制作精细
,

通体施影青釉
,

釉色

光润明亮
,

微泛米黄
,

胎骨细薄
。

每只瓜径

3
.

6
、

通高 5
.

5厘米 (图一
, 2 )

o

6
.

酱褐釉陶罐一件

圆唇斜领四系椭圆腹
,

四系出土时原均

被敲破
,

口 部及腹上施酱褐色釉
。
口径 8

.

3 、

腹径 17
、

高 2 1
.

2 厘米
。

铜镜一面
,

棱边素面细钮
,

质量较好
,

径

9 厘米
。
出土铜钱 38 枚

,

计有开元通宝
、

唐

国通宝
、

太平通宝
、

淳化元宝
、

至道元宝
、

咸平

元宝
、

景德元宝
、

祥符元宝
,

其中还有一枚五

株钱
,

为以往宋墓中所少见
。

出土铜钱除前

朝旧钱外
,

皆为宋初太宗和真宗时的年号钱
,

最晚的是祥符元宝
。

宋代自太宗开始
,

差不

多每换一个年号都铸新钱
,

该墓不见
“
大中祥

f

符
” 以后年号钱

,

由此判断
,

该墓应是北宋早

期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 1 0 0 8一 10
、

16 年 ) 或其

后不远时候的墓葬
。

通过该墓的清理
,

使我们又获得了一批

精致的北宋影青瓷器
,

其中带温碗注子在出

土宋瓷中尚不多见
,

据报导 19 6 3 年安徽宿松

县北宋元砧二年 ( 10 8 7 年 )墓曾出土一套①
,

19 7 6年 江苏句容县陈武公社北宋景砧 年 间

( 1 0 3 4一 10 3 8 年 ) 墓出土一套② ,

此墓出土的

为第三套
,

三个墓以这座墓的时间最早
,

同时

根据以上三套注碗的胎质釉色及装饰等方面

来看
,

也非为一个窑 口的产品
。
另外

,

该墓出

土的螺旋纹高足杯
,

形制别致
,

纹饰新颖
,

亦

为以往所少有
,

特别是一件三联小瓜盒
,

造型

美观
,

制作工巧
,

形象逼真
,

是一件精湛的瓷

塑工艺品
。

总之
,

这批瓷器
,

其特点是器型规

整
,

花纹装饰极为简洁朴素
,

器壁较薄
,

胎质

细白坚致
,

釉色明澈莹润
,

好的呈浅湖色
,

光

泽青翠
,

有的则米黄隐青
,

这与文献记载的景

德镇湘湖窑
“
土编值

,

其体亦薄
,

有米色粉青

二色
”
是相符合的⑧

,

特别是有些器物底部

有明显的湘湖和湖田窑渣饼垫烧的黑褐色特

征
,

因此这批瓷器应为景德镇产品
。

该墓出土的影青瓷器
,

是我国目前所发

现的北宋影青瓷中比较早的产品
。

影青瓷器

是江西景德镇制瓷工人在北宋创烧的一个新

品种
,

曾与
“
真定红瓷

、

龙泉青秘相竞
” ④

,

是

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优秀作品
。

从不断

出土的文物资料证实
,

影青创始于北宋初期

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

这一新瓷种问世 之后
,

由于它具有
“
土白壤而值

,

质薄腻
,

色滋润
”
等

优点⑥ ,

有
“
饶玉之称

” 。

宋真宗景德年间

( 10 04 一 1 0 0 7 年 ) 改昌南为景德镇设置官窑
,

遣官制瓷贡京师
,

真宗命进御瓷
“
器底书

`

景

德年制
’

四字
,

其器尤光致茂美
,

当时则效
,

著

行海内
,

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
” ④

,

可见

其烧造技术的高超
。

虽然底书
“
景德

”
年款的

进贡影青瓷器至今尚未发现过
,

但是当时景

德镇进贡瓷器皆为民窑烧制⑦
,

在派遣官吏

的监视下
,

由各民窑产品中百中选一
,

好的进

御
,

拣退的出卖
,

销售各地
。

据该墓为真宗大

中祥符年间或稍晚一些时候的墓葬
,

那么所

出土的这批瓷器的烧造年代应在 此之前的
“
景德

”
前后

,

正是
“
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

”
时

的作品
,

这就为研究我国北宋早期景德镇影

青瓷器所已达到的高度烧造技术水平
,

提供

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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