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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烈山窑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陈　 超1,2

(1.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　 合肥,230091)

摘要:烈山窑址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烈山村,2017 年和 2018 年两次考古发掘工作获取了重要的考古资料,按
照时代发展序列分为三个区域,清理各类遗迹 70 余处,包括 6 座窑炉、52 个灰坑等,出土了数以吨计的陶瓷器残

片,可复原器物达 4 000 余件。 淮北市政府为了保护烈山窑址将新湖路改道并采取原址回填式保护。 烈山窑址遗

产构成包括窑址本体、瓷石矿产区、燃料区、交通运输区以及聚落区五部分。 窑址周边区域资源包括自然风光、人
文景观、历史文化遗存、工业遗产以及后工业遗产遗留景观等,可以进行统筹利用,规划设计出文化旅游线路,以
点带线,以线连面,形成区域联动文化旅游发展,打造自然山湖风格、瓷业小镇、古酿酒体验街区的历史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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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烈山窑址概述

　 　 烈山窑址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烈山村,
2017 年淮北市重点工程局新湖路项目施工时发现

瓷片堆积区。 随后经历了 2017 年和 2018 年两次

考古发掘工作(彩版 2 1. 窑址地貌)。 发掘分为

三个区域,Ⅰ区金元窑址区域、Ⅱ区唐代末期至北

宋窑址区域和Ⅲ区汉代窑址区。 烈山窑址清理各

类遗迹 70 余处,包括 6 座窑炉、52 个灰坑、1 条道

路、14 条灰沟、4 座墓葬。 出土了数以吨计的陶瓷

器残片,可复原器物达 4 000 余件。 Ⅰ区出土瓷器

种类较丰富,包括白釉、白釉黑褐花、酱釉、黄釉、绿
釉、青釉、黑釉等。 除了碗、盘、盏等生活用瓷器,还
发现了人物俑、动物俑、围棋子等,有的瓷器上有墨

书、刻划或彩绘文字等。 可辨识文字有“祐德观”
“华严寺”“公用”“宿”“黄一郎宅”“比范五公”等。
Ⅱ区出土产品主要是白瓷、绿釉瓷、黄釉瓷、琉璃

器、三彩瓷、素烧瓷、黄釉印划大砖、绞胎瓷器等。
产品主要有碗、盘、盏、罐、枕、俑、建筑构件等,比较

重要的是黄褐釉印花大砖、琉璃建筑构件和三彩瓷

器。 窑具有窑棒、垫板、垫饼、三叉支托、垫圈等[1]。

在发掘过程中,对烈山窑址区进行了详细的

田野调查,并结合钻探资料可知,烈山窑址主要位

于烈山西侧,呈点片状分布,目前分为三个遗址区

域。 第一是金元窑址区,位于遗址区南侧,向西一

直延伸到烈山村内,面积大约 4 万平方米;第二是

宋代窑址区,位于遗址区中部,分布面积较小,依
然是东西狭长,南北窄,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在向

北距离宋代窑址区大约 350 米处的烈山村八角楼

下分布一处宋三彩窑址区,属于第三个区域,大部

分被新湖路施工破坏并占压,面积仅存约 0. 5 万

平方米。
烈山窑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在唐代晚期,北方白瓷制瓷技术向南方传播。 烈山

窑址生产的大量白瓷、白釉黑褐彩瓷为我们提供了

一条明晰的白瓷自北向南传播的瓷业技术线路通

道。 烈山窑址生产的北宋白釉瓷器采用了覆烧技

术,覆烧技术是定窑创烧的,说明烈山窑受到了北

方定窑的影响。 金元时期的涩圈支烧技术同样是

来自于定窑的支烧方法。 尤其是白釉黑褐彩瓷器

的发现,说明烈山窑受到了磁州窑系的窑业技术的

影响。 这为我们重新审视安徽在瓷业技术传播过

程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烈山窑炉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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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宋代时期最大的了,制瓷工艺比较高超,不仅

兼烧三彩瓷器,还向寺院和官府定烧一些高级瓷

器,并且很可能是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记载的宿

州窑所在地。

二、烈山窑址保护

　 　 瓷窑址属于一类手工业文化遗产,分布形态存

在南北差异,涉及保护的方案和措施也存在不同。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
窑址类的保护管理也得到学者关注[2]。 但遗址类

的保护又是一个复杂的机制,是原址回填还是原址

复原性建设展示,这涉及遗址的“真实性” “安全

性”等理论问题[3]。 2018 年,淮北市文化旅游体育

局、淮北市烈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淮北市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局、淮北市规划设计院以及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协商后,决定对烈山窑址进行

原址保护并划定保护区域,同时制定原址回填的临

时保护方案,具体措施如下(彩版 2 10,2 11,发
掘后保护):

(1)根据图纸对窑炉、探沟进行了复测,复测完

毕后划线确定好准确位置,然后进行沙袋回填。 支

护完成后,窑床、烟囱、火塘内填满河沙,支护沙袋

与窑壁之间的空隙用沙填实,窑炉本体全部用沙充

填覆盖。
(2)为防止窑址因长期雨水侵蚀遭到破坏,根

据设计方案要求在底部铺设一层“保护性土工布 +
土工膜 +土工布”,使用的材料为三合一材质。 为

做好后期场地不积水且窑炉本体明确的界限,铺设

完毕后,在窑炉上方构筑土台,高度两米,呈覆斗

状,底部长宽超出窑炉 1 米,顶部长宽超出窑炉本

体 0． 4 米,顶部和坡面平整,棱角分明。 为加强窑

址场地排水,根据方案要求,在紧靠窑址周边开挖

了一条宽度 2 米、长度 200 米的引水渠。
(3)为方便窑址管理,周边增加围栏,一区围栏

长 42 米、宽 36 米,二区设计长 36 米、宽 25 米,护栏

采用规格为 1. 8 × 3 米。 两个区域设有专有防护

门。 为加强做好窑址管理,减少破坏,对窑址做了

文物标识牌和宣传展板,展板介绍了窑址的发掘过

程以及宣传文物保护理念。
2019 年,烈山窑址获批为安徽省第八批文物保

护单位,并根据《文物保护实施条例》的规定,完成

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专门机构的“四有”
工作,同时划定了烈山窑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 由于新湖路的施工建设、老丰收路、烈山第

一煤矿以及烈山村民房占压,烈山窑址的保护区域

不能按照窑址实际分布区域划定,只能根据现有道

路建设和规划施工用地范围外划定保护区(图 1)。
目前窑址现场保护区地表有各个功能区标识,并且

用堆土形态区分和绿化,范围内已经用铁丝网维

护,等待将来有条件继续开展利用工作。

图 1　 烈山窑址保护范围

三、烈山窑址遗产价值与要素构成

　 　 窑址既是一类特殊的遗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

遗产。 所谓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

的一切文化遗存,分别被表述为物质文化遗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和文化景观类遗产等[4]。
可以说窑址包含了上述的一切属性,但我们仍需要

对通过考古方法和手段发掘出来的烈山窑址的价

值凝练和呈现深入研究,为文化遗产的展示深入发

掘具体内涵。
认识和发现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价值,突破以

往仅从“合理利用”技术层面思考文化遗产的认知

局限,形成长时段对文化、文明的研究理念,构建发

现和阐释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范式,对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因素,对凝练未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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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5]。 还有学者

以文化遗产的价值凝练和价值呈现视角重新审视

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新变化,以探讨考古学在当代价

值,考古学应该为当代以及未来国家、社会、区域、
社区乃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提供富有建设

性的启发、思考以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理论

支撑[6]。
古代窑址所蕴含的是古代制瓷工艺物质和非

物质的价值呈现,它体现了在制瓷、生产销售传播

的一系列人类行为。 诸如原料的选择加工,坯件的

成形装饰,窑炉的煅烧成瓷等,在其生产时的各个

工艺环节都可能留下相关的遗物和遗迹,如采瓷土

矿的矿区、练泥时需要的练泥池和澄泥池、做坯时

需要的陶辘轳车及作坊、烧造时的窑炉等、贸易运

输需要的道路、桥梁、码头以及废弃的瓷片堆积等。
瓷窑址遗产构成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
历史风貌以及相关非文物文化遗产[7]。

烈山窑址的遗产构成主要包括窑址本体、瓷石

矿产区、燃料区、交通运输区以及聚落区五部分。
(1)窑址本体可以分为窑炉区、制瓷作坊区、瓷

片堆积区。 制瓷作坊区根据功能和工艺不同又可

以细分为破碎瓷土区、陈腐区、坯体存放发酵区、拉
坯区、修坯区、施釉器、晾晒区、产品堆放区等。

(2)瓷石矿产区。 在古代制瓷原料大致分为沉

积黏土和瓷石两种,一般北方多用沉积黏土,南方

多采用瓷石。 而烈山窑是瓷土矿石,窑址边上的烈

山就是一处重要的瓷石矿,自烈山窑开始烧造至今

都一直是富集瓷土矿(图 2)。

图 2　 窑址东部烈山现状

(3)燃料区。 淮北地区是煤炭埋藏区,一直延

伸到萧县境内。 宋代时期在萧县境内发现煤炭。
苏轼做徐州太守时,在萧县的白土镇探访到优良

煤矿,欣喜之余写了《石炭歌》 (《石炭并引》),
云:“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

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冶铁作兵,犀利胜常

云。” [8]清代乾隆年间的《徐州府志》载:“白土山

在萧县东南五十里,下有镇、有桥并以白土名,南
二里有炭山,宋苏轼于此访获石炭,作 《石炭》
诗。”但烈山窑未发现使用煤炭的煤炭渣,反而是

清理出较多的木炭。 经过检测是一种当地比较普

遍的桑树木材。
(4)交通运输区。 淮北地区水系发达,境内有

濉河、闸河、沱河、龙岱河、雷河以及通济渠。 烈山

窑址距离雷河约一里。 雷河下游交汇与濉河,濉河

继续向南流入大运河(图 3)。 在通济渠未淹没废

弃之前,交通运输主要通过大运河;到了金代晚期,
通济渠废弃之后[9],基本是依托濉河以及其他河段

向外运输。

图 3　 烈山窑所在水系

(5)生活聚落区。 烈山窑址与雷河之间存在一

片现代聚居区,在宋元时期这片区域是否就是窑工

的生活聚居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来

确认。 根据手工业生产的普遍现象,制瓷生产劳作

的人群不会距离工作环境太远。

四、区域资源及利用

　 　 烈山窑址地处淮北市烈山区,区域内拥有丰富

的煤矿、高岭土、石灰石、铝、铁、铜等资源。 烈山蕴

藏丰富的瓷土矿产资源,保存状况较好。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陆续建造制瓷厂,濉溪老瓷厂就位于烈山

西麓,现在窑址边还有一处老瓷厂的旧址(图 4)。
在烈山周边还存在多处近现代石灰窑址,有的保存

较好。 这些近现代旧址可以作为近现代的工业遗

产的一部分。
淮北煤矿资源富集,其中烈山区位于濉萧煤

田南部,煤炭开发比较早。 明代中期的万历年间,
烈山附近的煤窑即是当时两淮流域规模最大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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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清乾隆十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安徽巡抚魏定

国正式向清廷奏请在徐溪口开采煤矿。 新中国成

立以后,烈山煤矿继续筹划开采。 1959 年 4 月 1
日,烈山斜井(后定名为烈山一矿)移交生产,是
新中国成立后淮北矿区第一座投产的煤矿 (图

5)。 现场矿区烈山村内仍保留一处矿井和风洞旧

址,但大部分已经变为塌陷区,成为一座美丽的南

湖景区。

图 4　 濉溪老瓷厂纪念碑

图 5　 淮北煤田第一矿

烈山窑址紧邻通济渠、大运河,并且安徽省人

民政府已经将烈山窑址列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

目之中。 位于萧县的萧窑也是隋唐宋时期重要的

一处瓷窑址,其产品也通过大运河销往全国各地。
那么烈山窑和萧窑作为安徽北部本土的大运河贸

易瓷产地,在满足地方产品需求的同时大部分销往

外地。
烈山窑址出土了较多的酒具,包括酒瓶和酒

盏,集中在元代文化层。 这说明当地存在酿酒业。
中国古代酿酒业比较发达,主要分为发酵酒和蒸馏

酒两种。 2019 年在濉溪发现一处明清酿酒遗

址[10],也说明了淮北酿酒的历史传承关系。 可以

想象,在宋金元时期烈山窑的瓷器手工业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繁荣,到元明清时期,酿酒业又为当地轻

工业经济增添勃勃生机。

古代窑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保护利用

与展示的天然优势,多数都是结合本地资源优势进

一步探索利用,如景德镇进坑窑址[11]、浙江龙泉窑

址的保护[12]、磁州窑富田古窑址的保护[13]。 烈山

窑址所在周边区域资源包括自然风光、人文景观、
历史文化遗存、工业遗产以及后工业遗产遗留景观

等,可以统筹利用,规划设计出文化旅游线路;以点

带线,以线连面,形成区域联动文化旅游发展;打造

自然山湖风格、瓷业小镇、古酿酒体验街区的历史

文化景观;通过文化引领、旅游开发、学术开展、乡
村旅游等途径,形成当地特色窑址现代化发展

道路[14]。

五、结语

　 　 保护利用烈山窑址是响应国家文物保护政策,
是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是树立看

旗意识、大局意识的表现,对加快地方城市转型发

展、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具有重要价值,但还需要地

方政府在将来的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烈山窑的历

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以便让历史文化服务于当代民

众,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烈山窑址的发现也改变了传统的史学观。 烈

山窑址在宋金时期属于金人统治区域,在边境设有

同邻国互市的市场,叫榷场。 这说明了金人并不是

传统观点认为的“荒蛮民族”,只会骑马射箭。 他们

也会组织瓷器手工业生产,发展地方经济,并向全

国各地运输。 淮北如今是安徽重要的工业城市,烈
山窑址的考古发现也为淮北提供了目前最早的轻

工业发展证明。
烈山窑生产的产品出现在大运河贸易瓷中,说

明其产品通过大运河行销国内。 那么烈山窑遗址

的发现为大运河瓷器贸易产品来源找到一个重要

的坐标点和产地,也为今天构建安徽大运河文化带

找到了一处重要的支撑点,为安徽大运河文化带向

安徽淮北烈山区辐射提供了重要桥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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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ieshan Kiln Site in Huaibei City

CHEN Chao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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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hu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Hefei 230091, China)

Abstract: The site of Lieshan Kiln is located in Lieshan Village, Lieshan Town, Lieshan District, Huaibei City. Important archaeo-
logical materials were obtained in two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2017 and 2018.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equence of the
time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and more than 70 various relics have been cleaned up. Including 6 kilns, 52 ash pits and so on.
Tons of pottery fragments have been unearthed, and more than 4, 000 pieces can be recover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ieshan kiln
site, the Huaibei Municipal Government diverted Xinhu Road and adopted the original site backfill protection. The heritage of the Lie-
shan kiln site consists of five parts: the kiln site itself, the porcelain stone mining area, the fuel area, the transportation area and the
settlement area. The regional resources around the kiln site include natural scenery, cultural landscap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landscape left over from post-industrial heritage. It can be used as a whole to plan and design cultural tourism
routes. Points lead lines, and lines connect planes to form regional linkage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reate a historical and cul-
tural landscape with natural mountain and lake style, porcelain industry town, and ancient wine-making experience block.
Key words: Lieshan Kiln Site;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y; heritage element; protected 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