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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华

青石龟蚨今犹在

博山被誉为陶瓷、琉璃之乡，
古时自然少不了建有窑神庙，其
中规模最大的当数北岭窑神庙。

明朝初年，北岭一带有民众
定居，并开始以窑业为生。《博山
县志》记载：“北岭，县城东北一
里，荆山支麓，其下居民多业瓷
窑。”1917年《续修般阳胡氏族谱》
记载：“始祖讳克忠，自明洪武二
年由直隶枣强迁居今淄邑明水
店。次门次支居于颜山镇之北
岭。”另据1 9 2 0年《颜山王氏家
乘》，也有“明洪武初迁北岭”的记
载。

北岭窑神庙坐落于旧北岭村
西北端山坡上，据清乾隆《博山县
志》记载：“窑神庙，在北岭上。岭
下多陶，立庙于此，祀古之始作陶
者。”窑神庙山门坐西面东，有石
阶数级。大门内迎面为影壁，右折
北转上台阶后即正殿大院。大殿
坐北朝南，为硬山式建筑。殿内青
砖铺地，有半米粗立柱四条，进深
三间，颇有气势。殿后是砂岩陡
壁，下有石洞，深约数米。

据当地老人回忆，窑神庙殿
内供奉主神五尊，分别是窑神、山
神、风神、火神和水神。大殿前两
侧为东西配殿，东南与西北角又
各有配殿一座，整个院内建筑形
成对称格局。大院用长方形窑基
铺地，在略偏东南位置，有古槐一
株，树下卧一青石龟蚨。东配殿墙
下侧立一横倒石碑，另有一石碑
嵌于西配殿的北山外墙上，经风
雨剥蚀，文字全无。沿大殿西山墙
向北，建有西房五间，相传为庙户
所居之处。从西殿北山墙下西折，
有场地数亩，北端是巨石砌成的
大戏台，南端与西端之下均为挡
土高墙，旧时在此可远眺博山大
半城区。

这座窑神庙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北宋。据《山东省陶瓷志·大事
记》记载，北宋熙宁年间，颜神店
窑户集资于北岭村建窑神庙，窑
业日盛。有老人回忆，曾于庙内见
过宋熙宁年间碑记。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周边
从业者集资重修北岭窑神庙。从
后来的北岭村旧房改造施工场地
看，整个村子沿范河至岭脚，古代
陶瓷生产堆积层深达1-3米，个别
地段达5米以上。出土的陶瓷残器
有青釉实足碗、白底黑花器皿等，
年代上溯到北宋年间，地下堆积
层持续到元末明初。自明代以后，
该村地层变化不大。这些情况，可
与窑神庙的起源相印证。

辛亥革命以后，窑神庙逐渐
废祀，房屋曾作为博山窑业工会
址。新中国成立后，淄博市文工团
曾以此为排练场所，后来旧址又
先后用作幼儿园、小学教室、北岭
村居委会办公室和民房。上世纪
60年代，在戏台场地南端建过养
兔场。上世纪90年代初，因旧城改
造，窑神庙旧址被拆除，唯留青石
龟蚨一座，保存至今。

深埋地下的遗址

有种说法认为，博山北岭的
窑业是由淄川搬来的，虽无从考
证，但淄川自古为陶瓷重镇，则是
不争的事实。

淄川区龙泉镇渭头河一带，
是淄博最早的陶瓷产地之一。
2013年10月至12月，山东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淄博市文

物局、淄川区文物事业管理局对
淄博市兴利公司厂房内淄川渭头
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窑址中
有许多遗迹，包括水井2口、石碾2
盘、泥浆池4个、晾泥池3个、沉淀
池3个、制作间2栋、窑炉3座以及
料缸、水渠若干等，同时窑址出土
了大量瓷器、窑具标本。

渭头河古窑的历史，可追溯
到北朝时期。当时，淄川寨里窑成
功烧制青釉，标志着淄博陶瓷烧
造技术完成由陶到瓷的华丽蜕
变。寨里窑青釉瓷质佳量大，以烧
制莲花尊独树一帜、名动一时。到
隋朝时，淄川境内均烧制青釉瓷。
宋大观二年(1108年)，淄川一带有
窑场数十处，其中龙泉渭头河窑
多出产白釉黑花、黑釉等瓷器。金
太和五年(1205年)，淄川磁村窑进
入鼎盛时期，研发创造了二次烧
成釉上彩等多种装饰技法。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淄川
龙泉渭头河窑空前繁荣，以制作
黑釉、白釉产品为主，陶者近千，
产品以淄川大集为主要销售渠
道。清康熙元年(1662年)，淄川渭
头河窑已达到数十座，产品销往
周围数县。清雍正元年(1723年)，
刘氏、韩氏在淄川渭头河桥口南
北分别建圆窑，生产碗、盆等，孙
氏原有的大圆窑，以生产大瓮而
著称。

窑业发达的地方，自然少不
了有窑神庙。2016年，渭头河窑址
发现了消失已久的窑神庙遗址。
在地下2米深处，施工队清理出旧
时窑神庙的两级台阶、大门底座、
迎风墙、算盘珠样式的石头等，其
中大门底座为梯形石座，上方宽
约2 . 8米、下方宽约4米，四周花纹
雕刻精细、清晰可见。底座下方石
板长约1米，窑神庙内老柏树的树
根一并显现，现场遗迹与昔日窑
神庙老照片所显示的景象完全吻
合，成为研究淄博一带窑神庙的
重要实物。

据记载，清嘉庆二十四年

(1819年)，渭头河开始兴建窑神
庙。窑神庙南北长30余米，东西
宽20余米，占地700余平方米，分
两个院落。南院为庙堂、东西厢
房、官厅、碑厅，北院为主持办公
用房。庙堂为七阶台式楼阁，重
檐斗拱，飞角风铃，雕梁画栋。

庙内供奉的窑神是范蠡。庙
堂门柱有金字楹联：“范金火土，
陶铸五行补造化；食德饮合，俎豆
千秋拜免毓。”东西官厅为：“泉声
依树落，云影斜山峰。”西官厅为：

“流水清且闲，苍松秀而古。”大门
匾额为“河边遗风”；中门额为“万
古陶宗”，为邵英兰题；里门门额
为“器不苦寙”。窑神庙内，有古柏
两株，树径为0 . 6米、高约15米以
上，树龄约200年。西院墙根下，是
一条长年不断的溪流。上世纪60
年代，窑神庙属于淄川窑厂，庙内
房屋改为科室、车间办公室，后来
全部拆除，庙不复存。

值得一提的是，当现场清理

到地下6米深的时候，一条长30
多米、宽1 . 7米的青石路逐渐展
现在人们眼前。路面由方方正正
的大块青石整齐铺就，中间石板
上车轮轧过的印痕尚可看见。几
块竖状石板之间夹杂一块横形
石板，据说这种铺路方法能起到
很好的固定作用。离古窑址不到
100米的地方，是绵延上千米的
龙口玉石街，新发掘出的这条青
石路口，正好与已知的玉石街接
续。

龙泉镇以前叫过龙口乡，明
清时期这里工商业发达，人称“江
北小苏州”。《淄川县志》上的明清
民谣描述了当时的繁荣盛景：“金
圈子、银台头、玉石街铺龙口”。这
条玉石街，是当年渭头河的重要
商道。沿着这条路，经过窑神庙旧
址，往北200米就到了渭头河铁路
桥，往西走就到了昆仑镇，两条路
最后都到达淄川城区。当时，古窑
内制作完成的碗、碟、大瓮等陶瓷

被装在木轱辘车里，通过这条青
石路运到淄川大集售卖。

特色庙会和民俗

我国古代的窑神庙，主要集
中在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和山
东的产瓷地区。目前，全国各地已
知的窑神庙的数量总计不足20
处，已知存世的窑神庙碑在10处
左右。淄博一带的窑神庙的数量
和分布密度位居全国前列。

从资料来看，全国各地供奉
的“窑神”不尽相同。除了北方与
南方的有所不同之外，北方各地
区的“窑神”也有很大的差异。总
的来说，“窑神”的人选有伏羲、神
农、黄帝、尧、舜、昆吾、老子等，因
为相传他们都曾制作过陶器和用
火。

除了供奉“窑神”外，一些相
关的神仙也在窑神庙中有自己的
位置。比如，制造陶瓷首先要开山
动土获取原料，因此要祭祀山神
和土神；瓷器原料粉碎和泥离不
开水，因此要祭祀水神；烧造瓷器
更离不开火，而且需要借助风来
保证窑内的空气流通，因此要祭
祀火神和风神。

这反映了陶瓷工业技术的复
杂性和统一性，需多方合作、共同
努力。在众多窑神庙里，一般还附
祀马王和牛王，这是因为生产陶
瓷需要运输和处理大量的原料和
燃料。马拉车、牛拉碾，人们除了
爱惜这些畜力外，也在庙中给它
们留了一席之地，让它们享受人
间香火，得到回报。这种现象，一
方面反映了古人万物皆神的理
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人民
悯天怜物的善良美德。

有庙的地方往往会有特色的
公众活动。从全国看，古代的窑神
庙公众活动多集中在庙会期间，
尽管各地庙会的时间安排和风俗
不尽相同，但有两项活动是“标
配”：一是窑业公众对窑神的祭
祀，二是演戏酬神。有的地方把这
种活动形象地称为“娱窑神”或

“闹窑神”。庙会大多为一年两次，
分别安排在春秋两季，每次庙会
最多可持续三天时间。这段时间，
各窑炉作坊一律停工放假，窑神
庙里香烟缭绕，锣鼓喧天，百戏杂
陈，社会各界及商贩们都来凑热
闹。祭祀当天，窑主要大摆宴席招
待工匠众人吃喝听戏，尽情释放
劳动的辛苦。

淄博窑神庙每年大型祭祀习
俗是，五月端午、八月十五举办窑
神庙会。远近村民都来赶庙会，图
个快乐开心。过去，窑神庙还有驻
庙道士，在庙会期间主持庙内祭
祀活动，窑主赠匾颂神，庙前石戏
台连日唱戏十几天，可谓轰动城
乡，热闹非常。

在博山区山头镇还有一独特
风俗，即每年窑主要祭一次窑神，
仪式很隆重。此活动大多安排在
即将熟窑的时候，当烧窑工添完
最后一口火，祭窑开始，窑主在窑
门前摆上酒菜供品并上香。窑主
举香叩头焚纸钱祭祀窑神，待香
束燃尽，祭窑结束。撤下供品，窑
主请窑头家和匠人享用。

此外，夏季高温天气，是烧
窑工最艰苦的时候。于是这一带
曾有烧窑工提出条件，要求窑主
买办酒菜、停工数天，让窑工到
附近野外歇凉避暑，饮酒取乐。
这个要求得到窑主同意，并渐渐
形成习俗。窑工们“玩热季”时抬
着食盒，拿着炊事用具，酒菜齐
备，带着京胡、锣鼓，饮酒唱戏，
非常热闹。

淄博千年窑火的
地下印记

淄博古代陶器的生产制作，目前能够追溯到龙
山文化时代。自宋代开始，淄博进入陶瓷生产的发
达时期，历经金、元、明、清，至今久盛不衰，是北方
陶瓷的重要产地。中国古代管陶瓷业叫“窑业”，烧
制陶瓷和开采煤矿的窑工希望神明护佑禳灾，便建
造窑神庙奉祀。古时候，淄博的博山、淄川一带窑神
庙数量众多，分布较为广泛，在全国都较为罕见。

白衣庙窑炉旧址

颜神古镇馒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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