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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 玲

陶 瓷 艺 术 是 一 门 有 着 悠 久 历 史 的 艺

术，是人类艺术史上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世

界性艺术形式。说起陶瓷艺术，人们往往会

联想起古代那些或作为日用器皿或用作小

型装饰的瓶瓶罐罐，以及原始社会著名的

彩陶器物表面饰以的少许装饰，注视它的

时候，不免对那个遥远的年代产生些许追

问与探寻的冲动。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制陶历史，陶瓷文

化可谓源远流长。而远古劳动人民在与土

壤的接触中，又逐渐认识并掌握了黏土的

可塑性，火与泥的结合有了新的创造，利用

泥制成泥坯，经火烧制成为造型迥异的陶

器。于是人类获得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发明创造，第一次学会了利用火的特性

改变原材料的化学性质，陶器的出现与其

他艺术形式一样，促进和丰富了原始人的

精神生活，使人类的审美意识和智慧创造

性地得到发挥。

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曾说过：陶器

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

明社会的标志。从新石器时代质朴的原始

陶器直到今天缤彩纷呈、个性十足的现代

陶艺，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

程。陶这种媒介早在远古时期已为原始人

所掌握，以实用功能为产生根源的陶器制

作，在生活中逐步达到了造型与材料、工艺

与技术、色釉与装饰的完美结合，生活对陶

的 需 求 ，是 其 产 生 和 不 断 发 展 的 动 力 。同

时，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陶艺家们逐步改

变了陶以往单一的实用功能，并注入较多

的文化因素，为陶艺装饰艺术的产生奠定

了基础。陶瓷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语

言，是人类的文化交流形式之一，丰富多彩

的民间陶瓷，在整个陶瓷发展进程中起着

基础、主导、滋养的作用。

刻划花陶器尽显荆楚之风

我们几位喜欢民间陶瓷的朋友一起，

经常到湖北各地做田野调查，十多年来寻

访了湖北境内很多的古窑址与艺人，湖北

地 区 日 渐 消 失 的 古 代 民 窑 让 我 们 深 感 惋

惜。寻访过程中发现，湖北地区的民间陶瓷

主要以刻划花陶器为主，各窑口陶器造型

大同小异，但陶器上的装饰各具特色。

我国陶瓷刻划花，历史悠久，远在新石

器 时 代 就 已 萌 芽 ，到 了 唐 宋 时 期 已 经 成

熟。中国是陶瓷的故乡，有史以来，陶瓷器

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及长江、黄河中

下游地区。湖北民间陶瓷的产生，应该上溯

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原始文化中的川

东巫山大溪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天门石

家河文化。大溪文化以川东巫山大溪遗址

首先发现而得名。

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

美称，地理环境优美，土地肥沃，滚滚长江水

横穿全省，给荆楚大地带来无尽的财富，这

里不仅有以楚文化为代表的，丰富的地下考

古文化资源，而且也是一座内涵十分丰富的

地上民间、民俗学文化艺术宝库。尤其是对

于制造民间陶瓷器物来说，到处都是用来制

陶的红色和黄色的黏土。漫山遍野的花草

鱼虫，都是用来当装饰纹样的素材。

宋代以后，湖北省各个地区相继出现了

众多的陶窑场，陶工来自民间，主要为民间

生活烧造实用器物。民间陶瓷不只是手工艺

产品，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既是物质文化，

也是精神文化，是双重文化的融合体。

湖北民间陶瓷中，最有特色的属刻划

花陶器，特别有影响和具有代表性的三处

窑场是：汉川市马口镇的马口窑，蕲春县管

窑镇的李窑、管窑、岚头矶窑，麻城市宋埠

镇的蔡家山窑。这三处窑场数百年来在造

型、装饰、烧成工艺上相互影响，但艺术风

格上又有各自的独特之处。它们的风格是

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生

存需要而形成的。不同地方由于自然环境

存在着差别，每一个生产作坊所选用的陶

瓷材质不同。不同地方的人由于物质、文化

生活条件存在差异，审美观、生活习俗也各

有特色，受此影响，不同的陶瓷生产作坊所

烧制的陶瓷制品在生产工艺、造型风格、装

饰样式等方面必然会各不相同。这些差异

渗透着陶工们对生活的理解适应，并物化

为具体的陶瓷造型形态。

流传千年的技艺

“刻划花”陶器装饰，是我国古陶瓷装

饰中常用的技法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就

已萌芽，宋代的刻划花装饰已达到登峰造

极的境界，图案气象浑穆，形象简练，线条

刚健有力，透露出古朴、典雅、奔放之美，创

造了自然、质朴、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为

发展今天的陶瓷装饰艺术留下了宝贵的历

史资料。

“刻划花”也是湖北民间陶器的主要装

饰方法，它是在坯体半干时，施上一层均匀

的白色化妆土，然后用铁刀、竹刀等工具在

坯体上刻划出装饰纹样，坯体干后，施透明

灰釉入龙窑烧制而成。化妆土会使坯体表

面光滑，同时遮盖了胎土的颜色和杂质，使

釉面色泽纯净美观。它的基本手法包括刻、

剔、划等几种。

刻花，是用刻刀在施过化妆土的生坯

上刻出纹样，刻的深浅粗细不一。同时，还

可用竹针或铁针在生坯上刻出花纹、人物

等细部，运力均等，线条粗细一致。剔花，是

用工具剔去花纹之外的空间。陶工们使用

刻花刀手法的不同，形成的艺术效果也各

异。用刀的顿挫、缓急、轻重不同，翻转、下

压等各种动势和技巧，使得纹样线条呈现

出曲直、刚柔、动静、疏密、虚实等微妙而又

丰 富 的 变 化 。在 刻 花 过 程 中 ，用 刀 柔 和 轻

快，给人以宁静和谐之美；用刀刚稳遒劲，

给人以沉着痛快、淋漓酣畅的视觉享受；用

刀 平 厚 缓 和 ，达 到 刚 健 朴 实 的 艺 术 效 果 。

“刻划花”的表现力尤为丰富，在湖北民间

陶瓷装饰中运用最广泛。

民间陶工最具务实精神，他们造型意

识的主导方面就是制造实用器物。通过在

日常生活中对器物的观察、体验，不断积累

经验，寻求最实用、美观的造型。为了对美

的追求，他们在陶器表面进行图形纹样的

装饰，湖北三大窑场大都采取手工刻划的

方法。装饰风格多趋向于自然豪放，充满着

活力。装饰的纹样结构明确突出，没有任何

草图底稿，陶工凭着心中的想象，先刻出主

要结构部分的骨架，再进行细节的刻画，逐

步完成整件器形的装饰。他们心里的装饰

纹样多是花鸟鱼虫、人物、戏曲、文字等。主

要表现的是一种美好的思想感情，热爱生

活，充满希望，祈祝幸福，促人进取的愿望。

陶器上的装饰纹样和造型结合紧密，

结构严谨，变化丰富，谐调统一。用刻划花

这 种 方 法 创 作 出 的 图 案 具 有 很 强 的 浮 雕

感，形象不重叠交叉，注重外轮廓的影像效

果、形 象 之 间 互 相 穿 插 挪 让 ，空 间 布 局 匀

称，装饰性强，总体感觉活泼中又不失和谐

安静。湖北刻划花陶器重视对于工艺材料

的运用，充分发挥胎与化妆土的质地和釉

的特点，熟练地运用造型、线与面的关系，

化妆土和坯的颜色差别，使装饰纹样以鲜

明的对比效果显现出来，具有自然而朴素

的美。

三大窑场陶器用泥均采用当地的一种

含有丰富钾、钠、钙、铝硅酸盐的泥土，经晾

晒、碾碎、去杂质、浸泡陈腐等多道工序加

工，再由窑子泥、黄腊泥、胶壳泥等配制而

成，通称黄泥。可塑性好，便于粘接造型，在

高温烧制中不变形。烧制好的陶器胎色呈

暗红色。质地结实，坚固耐用，不怕酸碱，用

以贮存食物，不烂不变味，腌制咸菜多年不

坏，既可盛放食物，又可作摆件供观赏。

烧制，是制陶工艺重要的工序之一，黏

土 制 作 所 有 的 物 品 ，都 必 须 经 过 成 形、上

釉，通过高温烧制来使之保持长久的功能

性。在烧制过程中，原始的黏土历经化学变

化成为陶瓷制品的那一刻是最神奇的。三

大窑场都是采用龙窑烧制。

龙 窑 是 一 种 依 山 坡 而 建 的 长 条 形 窑

炉，小的窑长几十米，大的有近百米长。宽

度一般在 1-2 米之间，高度在 1.5 米左右。

由下往上，形同一条匍匐的长龙。三大窑场

都是采用通体式平焰龙窑烧陶器。窑内结

构是下（前）有燃烧室，上（后）有烟囱。环壁

四周都用耐火砖或专制陶砖筑成，窑床地

面铺有一层细沙，特用来垫铺调整坯体平

稳。窑身两侧分段有开门，每间隔一段就有

投柴孔。装窑时都采用大的坯体套在小的

坯体上，以节约窑位。窑装满后，用稻草、松

枝在窑前燃烧，火焰顺窑壁向上延伸，接着

在窑身两侧投柴孔处投柴接火，以此逐渐

向上接至整个窑室内通体燃烧。一般烧一

窑需要 3 天时间，烧至 1240℃-1280℃之间

停火，冷却后方可开窑。

汉川马口窑

汉川马口镇的马口窑位于湖北省江汉

平原的汉水边。据明《汉阳府志》记载，相传

“马口”因三国时期蜀将关羽曾路过此处系

马而得名。据《汉川县志》记载，马口的陶瓷

业始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 年）。清朝

末年，马口以制陶维持生计的有两三千人，

其规模之大让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

马口生产的陶器一般是坛、壶、钵、罐、

缸、盆、烘炉等民间生活器皿，20 世纪 70 年

代 达 到 全 盛 期 。在 此 期 间 ，生 产 出 不 同 用

途、不同造型的民用陶瓷多达 300 多种。20
世纪 90 年代，马口窑停产。作为长江中游

江汉平原中最为重要的窑口之一，马口窑

是全国民窑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口。

锁坛，是马口窑生产的一种装酒的大

坛 子 ，高 约 47 厘 米 ，宽 约 24 厘 米 ，口 径 约

14 厘米。此坛有可扣进坛口的盖子，盖子

侧面和坛两侧都有一对小孔，可用铜锁横

穿坛颈，将酒坛锁住。这种锁坛是江汉平原

一带的女子出嫁的嫁妆。锁住酒坛，其中的

酒要等有重大事件时才能开坛饮用。

在湖北民间陶器中，即使那些普通的

坛坛罐罐，无论在容量上、使用上，也都因

地区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合

理 的 使 用 功 能 是 构 成 美 感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民间陶器讲求实用的创意取向是十分

明确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创造出众多让人

喜爱的作品，给百姓生活带来方便和美。

马口窑陶器上的装饰，最有特色的人

物题材有 3 种纹饰。它们是“八仙坛”“状

元打马游街坛”“十八学士坛”。“状元打马

游街坛”高约 47 厘米，宽约 24 厘米，口径约

14 厘米。整件器物拉坯成形，施白色化妆

土后采用刻划手法作满地装饰，然后用透

明灰釉浸罩一层，经龙窑还原气氛烧成之

后呈黄绿褐色透明釉面。色调深沉，稳重而

明亮。

器身装饰有 100 多个人物，讲述的是

武昌科举状元骑马游街庆祝的真实场景。

整个画面构图饱满，布局严谨，图形平面展

开，互不遮挡重叠，层次分明。整个画面在

舞龙和抬轿的队伍带领下，形成充满动感

的街景。纹饰采取了刻和剔的手法，用刀力

量均匀准确，苍劲而不犹豫，痛快淋漓，挥

洒自如。剔得干净利落，厚薄均匀。人物形

象刻画生动仔细。盖坛上和坛足圈饰有莲

花纹。坛肩部装饰着蝙蝠纹，主画面的上下

边缘用万字纹装饰边条间隔。整个坛子上

的纹饰直观地反映出传统审美观念对题材

和形式的选定。它所表达的就是“连 (莲)年
有余 (鱼)”“万字不断头，幸福不断头”“福

寿延年”等吉祥之意，也是制作者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祝愿。

“八仙坛”是清末民初的产品，它早

就名扬国内外，无人不知。作为贮酒用的

坛子，其造型丰肩挺拔，短颈广口，浑朴

大方,成双成对，是婚嫁的礼品，具有喜

庆吉祥的寓意。其坛身修长，用四开光的

形式构图。一个画面刻一个人物，两个坛

子成一对。八仙人物分别刻划在开光的画

面中。“八仙”是深受百姓喜爱的人物题

材，它是平民百姓的理想寄托，是人们心

目中的仙神、侠士，具有济世、除难、消

灾保平安的人格魅力。

正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马

口窑陶器的装饰艺术以生动的形象传递着

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它的装饰题

材包罗生活万象，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对美好的憧憬，其中每一个形象都蕴涵丰

富的寓意，凝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于一

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马口窑在近 4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

创造了丰富的品种，精湛的装饰，优美的纹

样，成 为 湖 北 省 有 史 以 来 最 著 名 的“ 刻 划

花”工艺之首，人们持在手中的是一件马口

窑陶器，体味的却是千古传承的吉祥文化

和民俗精神。

麻城蔡家山窑

据《麻城县志》记载，麻城陶土资源丰

富，位于县西南 60 余里的宋埠镇蔡家山，

为麻城陶土主要产地，制陶业历史悠久，多

由手工操作，产品有缸、坛、罐、钵、壶、火

炉、花瓶、香炉等，以蔡家山陶器最为有名，

价格低廉，历来销路很广。起始生产年代虽

无 文 字 记 载 ，但 从 地 下 挖 掘 出 的 刻 有“ 崇

祯”字样的碾土石辊可以断定，制陶业在明

代就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明末清初生产

的陶器曾远销东南亚诸国。20 世纪 80 年代

初，蔡家山陶器厂生产规模扩大，共有生产

车间 9 栋，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有九孔窑

一座、辊道窑一座、机械设备共 72 台。产品

曾 在 亚 洲、非 洲、拉 丁 美 洲 的 许 多 国 家 展

销。在广州商品出口交易会上蔡家山陶器

厂生产的双底青蛙炉、四季花鸟坛等产品，

深受外商欢迎。

麻城蔡家山刻划花陶器上的装饰，多

以乡村生活、戏曲、花鸟为主，周边一带

地区普遍流行的皮影戏中的故事情节和皮

影的造型，自然而然地也成为陶器刻划花

的题材，甚至刺绣的花样都会作为当地陶

器上的装饰。陶工们将自己喜欢的故事和

人物都刻在了陶器上。画面构图也是采用

开光样式，一幅幅画面如同一个个小型舞

台。人物形象生动，线条十分讲究，刀法

多采用流畅的刻法，装饰性强，精致而更

富乡土气。

《玉莲挑水》刻花陶罐高 23 厘米，宽 23
厘米，口径 8 厘米。另一件是《打金枝》刻花

陶罐高 27.5 厘米，宽 24 厘米，口径 8 厘米。

麻城蔡家山刻划花陶器上口沿处都有大量

的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象征吉祥如

意的纹样，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

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

麻城宋埠镇蔡家山窑，是湖北省著名

的 刻 划 花 陶 器 之 乡 ，曾 经 是 那 么 繁 荣、耀

眼，令人神往。如今已没了昔日的繁华兴盛

景象，到处杂草丛生，车间成了养鸡场，只

有龙窑旁的小平房里，还有一对老夫妻在

艰难地维持着。

蕲春管家窑

蕲春县管窑镇位于县境西南部，隔长

江为阳新县境地，东以蕲河与八里湖农场

为界，西、北部同彭思区毗邻 。据《蕲春县

志》记载，蕲春建县于公元前 201 年 (西汉

高祖六年)，以境地“水限多蕲菜”，取义蕲

菜之春。蕲春县管窑，因有管姓人率先在此

处以做窑为业得名，简称管窑。

自明初以来，管家窑即为县内重要的

制陶基地。据记载，早在 1369 年（明洪武二

年）已有“窑州”美称，是湖北著名的日用陶

和工艺陶产区之一。据传说，明朝廷在景德

镇 设 御 窑 厂 ，镇 内 官 窑“ 昼 间 白 烟 掩 盖 天

空，夜则红焰烧天”。但管姓窑工不满窑头

压榨，怀揣制陶技艺，携家带眷，星夜逃走，

从浔阳逆流而上，被岚头矶红石吸引，停舟

挽揽，攀爬而上，在赤西湖畔、江河交汇处

落 脚 ，将 下 半 生 就 系 泊 在 这 里 ，以 做 窑 为

业，把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标记为“管窑”。

管窑主要生产一些装饰有“水花”的生

活小件用品，水壶、油壶、小碗、烘炉等。李

窑则生产生活大件用品，缸、罐、盆、瓦等。芦

窑则专门生产大水缸等。岚头矶工艺陶器

厂则专门生产“刻划花”的泡菜坛子和烘炉

等。20 世纪 90 年代末，因市场需求的衰退，

芦窑就渐渐垮掉了。如今只剩下管窑、李窑

与岚头矶工艺陶器厂，后都统称为管窑。

明代以后，管家窑手工制陶吸收了当

地比较盛行的剪纸贴花装饰技法和纹饰内

容，出现了刻划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

有的艺术风格。20 世纪 80 年代初，除了李

窑用泥条盘筑大缸的方法外，蕲春三大窑

场在制陶成型工艺上有着相同的方法，都

是采用木棍搅动泥质辘轳轮盘拉坯成型为

主，拉坯是陶瓷手工成型的诸多方法中成

型速度最快的一种，最符合民间陶瓷批量

生产的要求，它还能保证同一种类产品的

规范性、统一性。

民间陶瓷来自民间，平民百姓是制造

者，同时也是民间陶瓷的使用者。生产的目

的主要是满足他们自己，或和他们同一阶

层百姓的需要。他们在创作理念上，本着务

实精神，从实际生产、生活需要出发，以产

品的实用功能为根本，尽可能地使美的形

式与功能使用相结合，为人们的生活带来

方便，为人们的心灵带来愉悦，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设计原则，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

典范。

作为平民百姓的工艺，它始终保持着

淳朴的生活气息，体现着民间陶瓷朴素、自

然的审美意识，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纯真生

活的追求。可以说，民间陶瓷的造型形式与

实用功能是分不开的。在使用的同时，具有

很重要的美学价值。陶工们讲求实际、朴素

而率真的美学观，在他们的生产实践中起

着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反映在作品

中。例如，腌制蔬菜的泡菜坛子，坛口外部

加围沿以便贮水，加盖用水封法使坛内的

蔬菜缺氧发酵不变质，且有清香酸脆风味。

烘炉是冬天拿在手上暖手用的，装饰有“水

花”，为了便于提拿、携带，将它做成了提梁

式，为了美观，还在提梁两端各捏了一只小

青蛙。

管家窑陶器刻划花工艺是受麻城蔡家

山的影响，但在风格上更加自然生动，有拓

印的大水缸、刻花的烘炉、水花的泡菜坛以

及一些刻着花鸟鱼虫的日用小器皿。因管

家窑地处长江边，周围有着大大小小的湖

泊、荷塘，鱼类丰富，野鸭成群，植被茂盛，

遍地长满野花、芦苇、灌木和马尾松。这些

自然成了陶工们在陶器上描绘的对象，他

们对这些形象都十分熟悉，因此表现起来

得心应手。所以，蕲春的刻划花多以荷、鱼、

水草、鸟、花为题材，画面构图疏密有致，十

分和谐，不经意间表达了湖乡的情致，质朴

而充满了生命力。

一件破损了的鱼戏莲刻花陶钵，高 30
厘米，宽 28 厘米，陶钵刻满了荷花、莲蓬、

游鱼和水鸟的纹饰，充实饱满，和谐统一。

用很简单而有力量的几刀，就刻出了一尾

尾小鱼在水中游戏，那逗人的神态，很是让

人喜爱，真是一幅生动传神而天然的“鱼戏

莲”图。“鱼”“余”的谐音，含有民间流传的

“连(莲)年有余(鱼)”“吉庆有余(鱼)”的吉祥

寓意。这些坛坛罐罐，寄托了百姓的美好理

想，希望、吉祥、幸福、美好是他们生活的一

生追求，是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体现。

三大窑场刻划花陶器的造型和装饰，

善于从生活中摄取创作需要的素材，并对

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事物，有着极为敏锐的

审美能力和高超的表现才能。在他们的刀

下，山花野草，别出心裁，自有田园般的清

香。也表现出陶工们敢于继承并发展传统

样式，创造性的表现手法，巧妙地丰富了陶

器的造型形式。他们能熟练地驾驭技术，艺

术地处理材料，进行创造与传承。

优秀的民间陶器大多具有单纯美的特

色，而决不单调乏味，适用价廉才能广为流

传。通俗并不媚俗，表现了朴素的生活与朴

素的美学观。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民间刻划花陶

器产量大幅下滑。原因是工业化生产对民

间制陶业的冲击，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制陶传统的变更和丧失，审美趣味的变更，

制陶技术失传，民间陶瓷的流失，民间陶瓷

文化断流等。湖北三大民间刻划花陶瓷窑

场，昔日的辉煌已成历史。

近十多年来，蕲春的拉坯师傅们为了

生活，纷纷走向大城市的陶吧，走进了大专

院校的陶艺工作室，他们将自已的拉坯技

艺 传 授 于 更 多 人 ，教 会 了 很 多 年 轻 人 。同

时，他们又将在外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为

管家窑的陶器出路出谋划策。管家窑正因

为有这么一大批技术过硬的师傅在努力，

才没有像其他产区那样迅速破落消亡。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多方面思考，我们

认为，不能因为民间制陶业的衰落，就否定

了民间陶器的文化价值。对于民间制陶这

类即将消失的民间传统工艺，当务之急是

抢救和保护。就文化发展的方面来说，应采

集、整理、研究、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倡朴素的美学观。二次

大战后欧洲在文化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在 发 展 现 代 工 业 的 同 时 也 应 保 存 手 工 艺

术，不忘祖国民族民间文化。让我们的后人

知晓，这些民间陶瓷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

区民众的生活文化，是保存、发展并繁荣新

的民间陶瓷艺术的基础。民间陶瓷的研究，

具有紧迫性、抢救性，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

并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

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提 出 保 护 物 质

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精 神 倡 导 下 ， 我 国

民 间 陶 器 的 现 状 ， 已 经 引 起 了 很 多 文 化

人的关注。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以极大的

热 情 向 现 代 的 物 质 文 化 大 幅 度 迈 进 的 同

时，不能以抛弃传统为代价。西方发达国家

也普遍兴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那些因新

技术革命兴起而发展的文化快餐，已让人

感到乏味和疲惫。因此，人们开始怀念那纯

朴、原始、充满田园般宁静的生活，回归自

然，寻找新的寄托。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在荆楚大地寻民间瑰宝

①大溪文化中的陶器刻划花。

②用刻划花创作出的图案具有很强的浮雕感，形象不重叠交叉，注重外轮廓的影像效果。

③龙窑是一种依山坡而建的长条形窑炉，小的窑长几十米，大的有近百米长。

④一件破损了的鱼戏莲刻花陶钵。

⑤拉坯是陶瓷手工成型的诸多方法中成型速度最快的一种，最符合民间陶瓷批量生产的要求。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八仙坛。

⑦状元打马游街坛。

⑧十八学士坛。

⑨ 《玉莲挑水》。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