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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作家丁玲的名篇《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让世人熟悉了桑干河这个名

字。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

在桑干河畔吉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有

机会揭开那里 4000 年前的古老文明，陶窑、房址、

墓葬、黑陶、骨器等精彩的物质文化遗存渐渐

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吉家庄遗址位于山西大同云州区吉家庄村

南约 150 米桑干河南岸二级台地上，南靠殿山，

北依桑干河。遗址东西长约 750 米，南北长约

1250 米，总面积约 93.75 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

代仰韶时期至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层厚

0.3—2 米，断崖暴露多处灰坑、房址、陶窑等

遗迹。根据调查与发掘结果可知，吉家庄遗址

范围大，文化层堆积较厚，遗迹现象与遗物数

量多、种类丰富。2018 年 8 月起，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

实验考古是结合考古材料，通过重建实验的方

式，探索和解决考古学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其旨在

构建古代遗存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的桥梁，通过分

析研究考古遗迹，设计实验，将静态的遗迹现象转

化为动态的重建实验，把人的个体感受等也纳入考

察对象，促进人们对考古遗存更好的思考与理解。如

对史前遗址中房屋的实验考古，通过重建史前房屋，

探索史前时期建筑房屋的材料选取、地基处理、筑

屋方式等，考察史前房屋的建造、使用和废弃，将静

态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动态过程。

合对吉家庄遗址连续进行了 3 次发掘，大量陶

器制品及陶窑的发现，为我们在吉家庄遗址开

展实验考古工作提供了基础条件。我们在吉家

庄遗址开展的实验考古主要为陶器制作工艺重

桑干河畔的炉火
大同吉家庄遗址陶器陶窑实验考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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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胎黑皮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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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黑云母

图②  赤铁矿

图③  碾磨后的黑云母粉末

图④  碾磨后的赤铁矿粉末

建和陶窑修筑技术重建，在实验过程中，注重

将陶器制作和陶窑修筑视为一个二元整体开展

探索。 

陶器制作工艺实验考古

吉家庄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为灰陶和黑陶，

有少量红陶、白陶和彩陶。陶质有夹砂陶和泥

质陶两类，黑陶多为红胎黑皮陶，部分有添加

羼和料的现象。制作工艺方面，我们观察到有

轮制和泥条盘筑痕迹。

根据对出土标本的分析和新石器时代陶器

生产就近取土的特点，我们选取了吉家庄遗址

附近靠近古代河流的深层黄土作为陶胎用料。

根据对陶片标本的观察，推测红胎黑皮陶的产

生原因有二 ：一是可能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添

加铁含量较高的羼和料 ；二是可能与陶窑的构

造有关，受陶窑内部燃烧氛围影响而形成。在

遗址附近调查发现有大量黑云母和赤铁矿，因

此我们在实验时，选择黑云母和赤铁矿作为羼

和料，将其碾碎成粉末，添入黄土胎体中，同

时将遗址采集的粗砂和过滤得到的细砂也作为

羼和料，参考吉家庄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采

用手制、轮制和泥条盘筑的方法“重建”不同

配方的陶器。    

通过陶器制作工艺的重建，并将烧成陶器

结果与出土陶器标本相比对，初步得到结论，

吉家庄遗址的大件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或泥

条盘筑与轮制法相结合，小件器物多采用轮制

法，部分器物采用手制法。陶器胎土以黄土为主，

羼和料为黑云母的可能性更大。实验结果将进

一步结合陶瓷岩相分析等科技考古方法，揭示

出新石器时代吉家庄先民多样化的制陶工艺。

陶窑修筑技术实验考古

影响陶窑修筑的主要因素有选址、窑炉结

构等，对吉家庄遗址发现的陶窑进行测量与分

析，发现陶窑遗迹多沿崖壁沟壑分布，且地层

中有包含大量木炭灰烬的灰黑色土。通过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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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分析，陶窑遗迹集中的崖壁沟壑在史前时期

为河流。陶窑沿河流两岸分布，这符合一般陶

窑选址的特点—离河流近，不仅便于使用水

资源和交通运输，而且河流沿岸的地下常具有

质量上佳的陶土。

吉家庄遗址的陶窑大致可分为两类，分别

序号 器物 制作工艺 胎土配方 制作照片 烧成照片

1 大陶钵 泥条盘筑 黄土   

2 盘口罐 手制，圆润的鹅卵石修整表面 黄土   

3 小陶钵 轮制 黄土   

4 杯 轮制 黄土，粗砂   

5 杯 轮制 黄土，细砂   

6 杯 轮制 黄土，赤铁矿   

7 杯 轮制 黄土，黑云母   

8 杯 轮制 黄土，植物根茎

“重建”的陶器一览表

实验考古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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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竖穴式升焰窑（以下简称“竖穴窑”）和横穴

式升焰窑（以下简称“横穴窑”）。竖穴窑具有

火塘、火道和窑室等陶窑的核心结构，在火道

中有红烧土和方形石块相间分布的结构。为探

究竖穴窑的性质，我们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探

索其是否为烧造陶器的陶窑，亦或是用于加工

肉食的炮制窑。依据遗址地层关系，横穴窑的

出现要晚于竖穴窑，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为

窑室面积较小，由火道、火塘、窑顶构成的中

小型窑；另一种为窑室面积较大，由窑箅、火道、

火塘、窑顶组成的大型窑。

吉家庄遗址的横穴窑虽然称为穴窑，但从

竖穴窑遗迹 

竖穴窑内土石相间的柱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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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现象上看，是一种半地穴式的升焰窑。窑室、

火道、火塘等主要结构都位于地下，但窑身有

明显的堆筑加盖痕迹，即窑身在半地穴的基础

上堆筑成球形顶结构，与传统意义上的挖洞建

穴做窑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型窑虽然没有发现窑

箅，但其火道呈类似“兆”字形分布，在火道

附近发现有大块的红烧土块，推测其可能是用

黄土做成方砖形，部分覆盖在火道上，构建火

眼，形成类似窑箅的结构。在大型窑的窑室部

分，发现有木柱外表涂抹较厚泥层的现象，推

测其可能为支撑窑箅的窑柱。木柱主要起到塑

形作用，在木柱外表涂抹黄土，形成土柱，当

烧窑时火焰产生的高温将木柱外表的黄土烧制

大型横穴窑的窑箅

中小型横穴窑的窑室遗迹横穴窑窑身残留遗迹

中小型横穴窑遗迹

实验考古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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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坚硬的红烧土时，因木柱表面的黄土涂抹均

匀，几乎无裂隙，内部的木柱处于近乎无氧的

环境，只会部分碳化，因此可以遗留至今。

陶窑修筑技术实验考古首先是选取参照遗

存，我们分别选择了一座遗迹现象清晰的竖穴

窑和横穴窑，对其进行数据收集，并按照 1:1 的

比例就地取土重建窑炉。在选址上也参考了考

古遗迹现象，选择临近吉家庄遗址的山谷底部

的河床沿岸，竖穴窑呈南北向，横穴窑呈东西向。  

在重建竖穴窑的过程中，考虑到参照遗迹

中有红烧土和石块混杂垒砌的现象，推测其可

能是窑柱的一种早期形式，所以在实验中选取

河 床

中大小

相 似 的 方

形鹅卵石，一

层鹅卵石上叠加一层

捏制的黄泥砖，形成窑柱结构。在堆砌窑柱时，

若是直接垒砌两个石头，石面之间不平且易滑

动，添加黄泥砖后，完全消除了这个问题。黄

泥砖具有很好的可塑性，也可帮助找平石头之

间的缝隙。同时，为了考察吉家庄遗址中大型

横穴窑中出现的木柱外糊黄泥的现象，在构建

竖穴窑的过程中，也选取了一根木柱，并在其

远眺重建的竖穴窑与横穴窑

测量陶窑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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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用草拌泥制作的窑箅            

图③ 重建的窑柱     

图⑤ 多次使用的竖穴窑窑室

图⑦ 重建的竖穴窑烧制的红胎黑皮陶在 60 倍镜下的横截

面，黑色部分为黑皮，红色部分为红胎

图② 用草拌泥制作的窑顶

图④ 重建的火道 

图⑥ 重建的竖穴窑烧制的红胎黑皮陶

图⑧ 吉家庄遗址采集的红胎黑皮陶在 60 倍镜下的横截

面，黑色部分为黑皮，红色部分为红胎

实验考古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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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涂抹较厚的黄泥层，放在陶窑中，以做初

步测试。

横穴窑重建的主要工作为窑室、火道和火

塘等的构建，在河床沿岸的台地上，通过向下

挖掘，挖出窑室、火道和火塘的空间。在下挖

窑室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设计，复原出参照遗

迹的“兆”字形火道，并选取一根短木柱，在

其外表采用泥条盘筑的方式糊抹黄泥，构建出

窑柱以做测试。

重建的竖穴窑经过烧窑实验，调节窑室气

氛，可以烧成温度较高的黑陶和红陶，且可以

多次使用，其中黑陶多为红胎黑皮陶。观察与

分析这些红胎黑皮陶，发现其在宏观和微观层

面上都与吉家庄遗址竖穴窑附近采集的红胎黑

皮陶相同。陶窑内重建的土石窑柱经过窑内高

温，黄泥砖被烧结成坚硬的红烧土，将石块牢

牢固定。通过重建窑炉，可以初步得到结论，

吉家庄遗址的竖穴窑是以生产黑陶（红胎黑皮

陶）为主的陶窑。陶窑内部的红烧土与石块垒

砌物应是早期陶窑内窑柱的一种表现形式。

桑干河畔的窑火，跨越数千年后再次燃起，

为我们带来来别样的魅力与感动。目前，吉家

庄遗址的实验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相关

信息将在系统整理与研究后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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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后的土石窑柱燃烧的竖穴窑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