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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黄冶窑》

内容概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的《巩义黄冶窑（上下）
》是河南巩义窑2002－2004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巩义窑址为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主要包括站街镇的黄冶唐三彩窑址和北山口镇的白河瓷窑址。2002－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对巩义市黄冶窑址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共开挖探方、探沟42个，发
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掘中发现并清理了不同时期的窑炉遗迹10座，作坊5处，水井2眼，淘洗池、
沉淀池及陈腐池各1个，灰沟12条，灰坑162个。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釉陶器、素烧器、作坊具
和各种窑具5000余件，陶、瓷制品和素烧器80余万片。出土遗物中既有大批早已被人们熟知的黄冶窑
典型产品——唐三彩，还出土一些不为人们确定的产品，如盛唐时期的精美白瓷、黑瓷，中唐以后的
白釉绿彩、白釉蓝彩器和晚 唐时期的青花瓷等，扩大并丰富了我们对黄冶窑的传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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