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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丹

山西省盂县窑瓷器装烧技法探究

摘 要：瓷器的造型与装烧方法、使用的窑具有着密切的关系。窑具是研究装烧方法的重要方面，也

是瓷器造型特征成因的主要依据。山西盂县古瓷窑遗址经过调查，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并发表过相

关的遗址调查简报。在实施《山西省宋金时期瓷窑址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项目过程中，进一步对盂县窑采

集的瓷片以及窑具残片进行研究，并参考调查简报中窑具的信息内容，使得盂县窑烧制瓷器的装烧技法更

加明确。本文拟通过对盂县窑采集的瓷片标本进行分析，进而探究其装烧技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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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古窑址位于山西省盂县县城东约 15 里

的磁窑坡村，窑址所在地文献最早记载见于《元一

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盂

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 年在山西盂

县磁窑坡发现了窑址。产品多以白瓷为主。装饰有

印花、刻花等，也有的以镂空装饰器足。调查资料

表明，该窑可分为素白瓷、印花白瓷、刻画白瓷、黑
花白瓷四种。1982 年《中国陶瓷史》一书将山西地

区的窑厂按其产品特点划归到定窑和磁州窑这两

大窑系里，而盂县磁窑坡窑属定窑系。从发掘简报

中了解到：“磁窑坡窑的遗物当为终金一代，过去

关于盂县建窑烧瓷的上限时间，一般都定在北宋

晚期，这是抱了谨慎的态度。而从调查所获的遗物

分析，盂县窑创烧于金代早期甚或更晚，而终烧于

金代末期，元人的入侵应是其停烧的主要原因”。

一、盂县窑装烧技法的使用

盂县窑属民间瓷窑，烧制的瓷器都是民用品，

容易受周围瓷窑的影响，生产的瓷器产品较粗糙、
不够细致，使用的烧制窑具也相对简单些。目前可

见的有关盂县窑的研究文献较少，通过对调查简

报内所列窑具内容，以及对实物标本的考证，判断

出盂县窑主要采用了五种装烧技法，大致情况如

下：

1. 支钉垫烧法

支钉是烧制瓷器时使用的垫烧工具，作用是

防止器物之间的粘连。此法具体的操作是将烧制

时器物之间先用支钉固定在器物的圈足上，再叠

放到另一件器物的内心固定好，如此重复再放入

筒状匣钵内烧制，烧制完成后取出，将支钉敲掉即

可。该种方法从盂县窑采集的瓷器标本中可以观

察到，多用于烧制刻花碗、盘等器形。另外从残留

的支钉痕迹可以看出，盂县窑烧制碗、盘采用的支

钉个体较小，这应该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器物刻花

图案的影响而设计的。调查简报中还提到了支钉

使用数量依器物大小分别采用三、五、六几种，而

又以五支钉数量较为多见（图一）。
调查简报中有提到一件黑釉盆，对它的描述

是：斜折沿，斜直腹，宽矮圈足。器外施黑釉，沿面

及器内施白釉，内底有支钉痕。口径 41.6、足径

24.8、高 9 厘米。证明了在盂县窑的烧制中对于较

大的器物也使用过支钉垫烧法。
2. 匣钵正烧法

从发掘简报中可得知，盂县窑使用的匣钵大

致有筒状匣钵和碗状匣钵（呈碗状或钵状）两类。
① 筒状匣钵

图一 盘底支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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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简报中有见到，直口，直壁，长筒形。底部

内壁突出，做成承托器物的舌台，外壁为瓦棱。棕

黄色粗砂胎，其口径 25 厘米，高度 25 厘米。直壁

接近底部斜切内收。这种匣钵可以满足用来装烧

较大器形的需求，使用时将装好坯体的同样大小

的匣钵逐个叠置到所需的高度时为止，可以反复

利用。由于底部造型内收，较口径窄，这样匣钵在

叠置时就能略微内嵌在下面的匣钵口部，这样不

仅稳固性提高，还能有效防止窑内的火刺入匣钵

内，起到了较好的密封效果。同时这样的匣钵也可

以用在多件器物正烧或覆烧时使用。
② 碗状匣钵

目前见到的碗状匣钵有两种，一种形状似

“碗”，敞口，斜曲腹，平底；一种形状似“钵”，直口，

曲腹，凹底。从碗状匣钵信息看出，它们的高度在

6.5-9.5 厘米的范围，应该是用来盛装单件器物

的。因此推测盂县窑也采用着一匣一器的装烧方

法，用来烧制较为精美的器物。
与定窑相比，定窑也有类似碗状匣钵，被称为

漏斗状匣钵正烧法，从北宋前就有的一种装烧方

法，之后仍有沿用。漏斗状匣钵是根据碗的形状而

设计的一种专门烧碗的匣钵，故又名“碗笼”。这种

装烧方法是一匣一器迭置起来烧制的，因此碗型

浅，目的是为了在窑内尽量多装。而盂县窑的碗状

匣钵在漏斗匣钵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简

化，已经没有了漏斗状口沿。相比之下盂县窑的这

种匣钵在制作时节省了工时，对瓷窑工人的要求

也降低，更适合民窑瓷器产品的烧制要求，极大地

满足了市场需求。
和筒状匣钵一样，碗状匣钵可以用作单件器

物的烧制，也可以用作多件器物的烧制。
3. 支圈仰烧法

支圈仰烧法是在筒状匣钵内，先置一个高体

支圈，上面放一个坯件，其上再置一个支圈和坯

件，一直叠放到适当高度为止。这样的烧制方法就

充分利用了窑位空间，提高了产量。盂县窑也采用

了这样的方法进行瓷器装烧，目前可见的支圈类

型有两种，一种是盘形支圈，尖唇，敞口，斜壁稍内

曲，；一种是碗形支圈，方唇，敞口，斜直腹。这两种

支圈都归结为“高体支圈”，未见到环状支圈。
从采集的一件标本可以看到，器物残块遗留

在了一个高体支圈上（图二），高体支圈圈口直边

处残缺，但仍然证明了支圈仰烧法的使用。在调查

简报中以及现有标本中均没有见到环状支圈，但

并不能说没有该种支圈。根据高体支圈上面有直

边看来，肯定是为了方便叠放其余支圈，可以是一

样的高体支圈，也可以是简单的环状支圈，因此支

圈应该也是存在的，对于该种支圈的实物还需要

对盂县窑址遗物做进一步调查。
4. 支圈覆烧法

覆烧法可谓是中国古代瓷器装烧技法上的一

大成功创造。它既充分利用了窑位空间又最大限

度地节省了燃料，而且还可成倍地提高瓷器的产

量。这种方法不仅对当时的定窑生产起到了相当

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其他瓷窑也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根据盂县窑遗址调查简报里面提到的

支圈有两种，一种是碗形支圈：碗型，方唇，敞口，

斜直腹，黄白色粗瓷胎，口径 18、底径 6.6、高 7 厘

米；另一种是盘形支圈：盘形，尖唇，敞口，斜壁稍

内曲，黄白色粗瓷胎，口径 19.2、底径 6.6、高 4.2 厘

米。两种支圈均无直边。盂县窑采用的支圈覆烧法

基本上是这两种。
盂县窑采用的无直边碗形（盘形）支圈覆烧法

应该是在匣钵内，放入一个碗状（盘状）支圈，然后

图二 高体支圈标本 图三 盘形支圈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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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装上口径大小不等的器物坯体，放到一定高度

时，即可入窑焙烧。因为这种碗形（盘形）支圈无直

边，可以肯定上面不会再放支圈，所以在此称它为

“无直边碗形（盘形）支圈覆烧法”。这种装烧方法，

适合于口径较大而器形较矮的盘状器物，因为这

种碗形支圈上大下小，承重力大，是烧制不同直径

的盘状器物最理想的方法。因此用这种方法烧制

的大盘尽管直径大，胎体较薄，但也不易变形。在

现有的样本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支圈的残片，残

片胎体灰白色，无底心，盘形支圈圈口还残留有一

圈瓷釉，釉色呈黑褐色（图三），应该是放置在其上

的器物在烧制过程中与窑具留下的粘连痕迹。
5. 涩圈叠烧法

在盂县窑采集的瓷器残片中发现了大量采用

涩圈叠烧法烧制的器物。此法简单粗糙，是将同样

大小的碗坯一个个直接叠起来，放入筒状匣钵内

烧制。为了避免上面的碗足与下面的碗心发生粘

连，就将碗心釉刮去一圈，形成比碗足稍大的无釉

涩圈，由于叠烧，上面的坯体重量全部落在下面的

碗坯上，除了放在最上面的碗无涩圈以为，其余碗

心留有涩圈。从调查简报以及现有标本中可以看

到素白瓷碗（图四）、盘多采用刮圈叠烧，印花碗

（图五）也采用刮圈叠烧。
标本中还发现有一件残损的素白釉碗，釉色

微黄，没有支钉痕迹，没有涩圈，口沿无“芒口”，应

该是采用涩圈叠烧法烧制时摆放在最上面的碗。

二、小 结

由此可见，盂县窑的装烧技法是丰富多样的，

目前有实物证明的装烧技法主要有支钉垫烧法、
匣钵正烧法、支圈仰烧法、支圈覆烧法和涩圈叠烧

法等五种。
从盂县窑发现的匣钵大小与器物的尺寸进行

比较后发现，二者较为符合匹配，基本上既可以用

来烧制单件大型器物，也可以用做多件瓷器，体现

了“一匣多用，一匣多器”的特色。调查中也有超出

现有匣钵尺寸的器物，说明盂县窑的匣钵应该还

有更大尺寸的类型，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多加留

意和重视。
由于同时代定窑的风靡与流行，其造型、装

饰、烧造方法受到各地瓷窑仿效。由于山西盂县窑

的地理位置与一山之隔 （太行山） 的河北定窑相

近，因此也受到其风格的影响，特别是烧制技法的

应用。定窑在金代出现的涩圈叠烧法，就被盂县窑

广泛使用，素白瓷、盘、印花碗均采用了刮圈叠烧。
虽然盂县窑的创烧时间较晚，但是传统的支

钉垫烧法、匣钵正烧法、支圈仰烧法仍被继承传

用，同时支圈覆烧等先进技法也被吸收采纳，并进

行了改良以适应自身的产品特点和需求，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简约实用的装烧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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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刮圈叠烧标本 1

图五 刮圈叠烧标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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