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览胜·走进乡村博物馆系列报道之三 ●■■■●●

缸窑古陶陈列馆：

一瓮一罐展现制陶技艺 一火一泥淬炼古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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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熊熊的窑火燃
旺了村庄的生计，当捏出的陶

泥成了历史发展的印迹，千年前义
亭镇缸窑村的先民或许未曾想到，因制

陶起家的手艺，以及为谋生而建的古龙
窑，都在无形中改变着村庄的发展轨迹。而
今，作为义乌市首批历史文化古村落之一，缸
窑村将古陶文化挖透做精，建起的缸窑古陶
陈列馆更被列入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名录。

古朴实用的陶器、悠久的烧窑文化、古
村的历史沿革，走入缸窑古陶陈列馆仿
佛进入了一个多彩的陶世界，生生

不息的窑火传达着先人智慧，
精雕细琢的陶文化源远

流长。

义乌市西南角，距离义亭镇政府仅6公里的缸
窑村，是一个以窑而名的村庄。十里红山出缸窑，在
这里随处可见制陶烧窑的遗存，人人都可以说出与
制陶相关的典故轶事。踱步在村中，用缸、钵围就的
菜园子，用陶瓦铺就的屋顶，用缸体叠成的房墙，仿
佛与生俱来地融进了村庄的建筑中。悠悠岁月，成千
上万的陶器经历泥与火的千锤百炼后，最终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缸窑村为何以窑起家？据了解，缸窑村地形东高
西低，非常利于建窑；南山上有着繁茂的松树林，是
取之不尽的燃料来源；村里红壤丘陵泥土适合制作
陶器，可就地取材；而且离义乌江不远，方便陶器外
运销售……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陶土资
源，使制陶业在这里蓬勃发展。

据史料记载，缸窑村曾有过六座龙窑，如今只留
下两个窑，分称为“新窑”和“老窑”。2017年，村内
沉寂多年的窑火复烧，窑文化再次被世人瞩目。为充
分挖掘村内特有的文化资源，缸窑村立足“陶”的特
色，于2019年筹建了缸窑古陶陈列馆。要知道，在上
万年的制陶历史长河中，这一古老的技艺并没有随
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而是在缸窑村村民的事业、生
活中长久留存。古陶陈列馆的建成，以一种专门化的
方式将这些陶文化聚集起来，以图片、文字、实物的
方式编织陶文化筋脉，呈现出了一个生动、鲜活的专
题陶博物馆。

“当时村里正好进行房前屋后大整治，在整治过
程中发现了一些村民家中闲置的老旧陶制品。无论
是储水的大缸还是存盐的小罐，无论是烧水的茶壶
还是放筷子的箸插，缸窑村的村民都能用陶泥制作，
数量惊人得多，种类也很丰富。”缸窑村村委委员贾
亦倩表示，村里把这些老物件进行回收、修补，为古
陶陈列馆提供了丰富的展品资源，且村民们家中留
存的这些保存完好的陶制品，经过多年的沉淀与积
累，被赋予了生动的故事与功能。

古陶陈列馆的入口设于市保单位古龙窑旁，阳
光透过繁茂苍翠的树林，映射出斑驳的树影，将陈列
馆门前的白墙衬得格外雅致。2020年，缸窑村在义
亭镇、恒风集团的资金支持下，在义乌市博物馆的专
业指导下，对古陶陈列馆进行了改造再提升。从灯光
布置、展品分类、氛围营造到宣传介绍，一点一滴的
雕琢中，缸窑古陶陈列馆焕发出新的生机，得到了浙
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与会领导的充分肯定。

编织筋脉，重塑陶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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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窑村源于制陶，却不局限于此，它在漫长的岁
月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除了两座龙窑，
还有民国前徽派建筑二十多处，大型古井、百年古樟
等散布在古村落的街头巷尾，遗存的古陶器物更是
不胜枚举。如今，缸窑作为浙江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榜
样，立足于陶文化，发展新特色、新亮点。

祭拜祖师爷、送火神、宣读《开窑赋》、饮开窑酒、
鸣锣开窑、成品出窑……缸窑村每年都会举办“开窑
仪式”，寄托窑工们的美好心愿，也承载现代人对古
陶艺术的崇敬之情，每一个环节都彰显出古韵与庄
严。每到这个时候，村里的青年、老人和孩子，都沉浸
在快乐的庆典中，享受这难得的农村盛会。

龙窑开窑大典汇聚了历史文化积淀与时代发展
新形式，在“古村新颜”展厅，还介绍了该村通过陶器
展示、古窑重建、文旅融合等途径，在传承和发展陶
文化的同时，打通了陶窑文化向精品古村发展的脉
络。类似开窑节、开酒节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活动，吸引了不少研学团队，据统计，缸窑村年均组
织亲子活动和团队研学活动20余次，多渠道弘扬耕
读文化、孝义文化和乡贤文化，加强烧窑制缸等传统
工艺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在这一系列活动中，
缸窑古陶陈列馆无疑是一个点睛之处。

缸容百物，容的是传承与创新并重，容的是往事
与未来交织；窑纳千品，纳的是艺术与生活并举，纳的
是技艺与情感交融。近年来，缸窑村两委一直深耕文化
内涵，巧打文化品牌，搭戏台、铺石子路、修缮缸窑、筹建
古陶公园……一系列新农村、美丽乡村项目建设，使得
缸窑的“陶文化”声名远播。而缸窑古陶陈列馆，集聚了
村庄自然景韵、生态遗韵、生活情韵和文化神韵，使得
古陶文化焕发新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前来。

传承发展，续写古村新篇
陶器的出现，使人类能取水、煮食、酿酒、盛储，

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这些年，缸窑村所产的水
缸、酒缸、花缸及各种日用器皿行销远近，而这些都
被详细记录在了缸窑古陶陈列馆。据悉，该馆主要由

“缸窑兴起”“陶中精品”“古村新颜”等几个展厅组
成，通过陶器展示、文字解读，向世人介绍这里从古
至今的制陶史，在传承的同时进一步发展陶文化。

走进缸窑古陶陈列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右手
边的人形雕塑场景，这个人物站在窑洞前，左手扶着
一口大缸，右手拿着一块磨料，专心致志地打磨大缸
的表面。大门正前方，一幅古人制陶彩画生动地呈现
了制陶的过程，将来客带入制陶的世界。

“缸窑兴起”展厅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陶罐，有
大口盆、平底盆、陶罐、陶壶、圈足盘等古陶器。该展
厅为观众介绍了义乌本地陶文化的沿革，桥头遗址
出土距今九千年的陶器、金鸡笼山的汉代陶瓷窑址，
均反映本地区悠久的制陶历史。此外，该展厅除了介
绍缸窑村制陶史、制陶法外，还陈列有较多“糖罐”

“盐缸”等日常用陶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三个
清代“千斤缸”，“千斤缸”有制酱、制酒、储水、消防等
功用，古时是家家户户日常所需的实用工具。

“你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吗？别看文字的介绍
牌，你先猜猜看。”贾亦倩指着“缸窑兴起”展厅中的
一个中等大小的缸问道。只见这个大缸窄口圆肚，缸
内底部有一个个小孔，小孔下面的空间与器型底部
的开口相通。左思右想，记者猜不出这是用来干什么
的，贾亦倩笑着表示，这是一口中盐缸，是盛放食盐
的器皿，清代生产，而这里保存着好几种不同样式和
大小的盐缸，可见古代制陶人的聪明才智。

而“陶中精品”展厅的陶器相对较精致，器型也
更多变。该厅还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展现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普通农户厨房中陈列陶器的功用。厨房内灶
台、八仙桌、菜柜等一应俱全，八仙桌上整齐摆放着
陶制饭碗、酒壶等餐具，桌旁放置一个水缸，灶台上
的油罐、盐罐、揉面盆、茶壶均用陶制作，整个场景贴
近当年的群众生活，让人仿佛穿越到小时候家里的
厨房，每个傍晚过后，饭菜香从厨房内飘来，映衬着
母亲忙碌的身影，让人驻足良久。

雕琢历史，展现民俗积淀

社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东路33号 邮编：322000 经营许可证：3307824000004 印刷：义乌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望道路319号 发行：中国邮政义乌分公司 电话：0579-11185、85322435 发行服务热线：0579-85381028 月价：24.90元/份 零售价：1.00元/份

稠城一小“制陶古村 秋收童话”主题研学活动。

缸窑古陶陈列馆对面的古龙窑。

江东中学小记者团研学活动。

缸窑古陶陈列馆
入口。

馆内人形雕塑用
磨料打磨大缸表面。

情景再现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农户厨房。

千斤缸。

精美的花坐鼓。

展厅内的陶器种类多样展厅内的陶器种类多样

村内的特色土墙村内的特色土墙

馆内制陶的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