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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村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佐证

广州自秦汉以来 2200 余年持续不断与海外进行经济贸易、技术传播、文化

交流和人员往来，是中国唯一从未间断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港口城市。作为曾

是“广东四大名窑”之首的广州西村窑目前仍鲜有提及，但不应缺席。

据史载，唐宋时期广州已大量出口陶瓷，北宋时期达到高峰，西村窑成为我

国宋代著名外销瓷窑。其窑址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的西村一带，紧靠珠江支流增

埗河。1952 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发现了古窑址，1956 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派人进行清理发掘，断定为北宋时期的民窑，国家文物局正式将其定名为“广州

西村窑”。

北宋时期，广州是中国最重要对外贸易口岸，瓷器是外销中的主要商品之一。

《萍州可谈》记载，宋代在广州的船舶“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当

时广州吞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器，西村窑的工匠们看准商机自己烧制瓷器外

销，什么东西好卖就仿造哪种瓷器，逐渐形成有自己特点和器形的产品。然而，

随着北宋灭亡，对外贸易的重心口岸从广州转移到地理优势更明显的泉州，泉州

一跃成为第一大港，连广州的外商都纷纷迁到泉州，广州失去全国最大港口的地

位，西村窑也随之衰落。西村窑的发展历史与广州外贸的历史息息相关，它随着

广州外贸和港口的发展而兴起，又随着广州外贸的衰落而消亡。可见，西村窑从

兴起到衰亡，正是广州宋代海上贸易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西村窑烧制时间跨度大约 150 年左右。尽管时间不长，但西村窑瓷器却有远

销海外的不凡经历，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日本、中东，甚至非洲等国，在西沙

群岛海域、东南亚、西亚等地都发现了西村窑产品，而国内却很少完整的西村窑



器物。此外，西村窑址在 1956 年考古结束后，建造为广州工人体育场，窑址亦

不复存在。因此现在即使老广州人对西村窑有认知的也不多。2019 年，经过荔湾

区人大的呼吁和推动，广州西村窑制瓷技艺被列入荔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致力于西村窑制瓷技艺研究十多年的陶艺匠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

工艺美术师梁向昭被授予为广州西村窑制瓷技艺荔湾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二、西村窑具有涅槃重生的新希望

西村窑制瓷技艺尽管失落 800 多年，近年，经梁向昭西村窑陶瓷艺术研究院

不懈的努力，不仅从型器上逐步复制了一批当年西村窑的器皿，还在制瓷技艺上

复原西村窑经典瓷器的制瓷工艺，西村窑又逐步重回人们的生活之中。2019 年 5

月，梁向昭老师以玛瑙、青金石等入釉，按西村窑古法烧制的《万寿翠影》作品

被英国女王收藏。2019 年 10 月 29 日，英国朴茨茅斯市市长大卫.富勒（David

Fuller）率访华代表团一行 18 人，主动提出要参观广州西村窑。原来，在英国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当年西村窑的凤首壶，朴茨茅斯市博物馆收藏有梁向昭制作的

西村窑《星朗云烟》茶具。

遗憾的是，梁向昭西村窑陶瓷艺术研究院位于荔湾区与佛山南海区交界的南

海一侧，必须从南海的道路才能前往参观。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梁向昭近年来的

不断努力，西村窑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2018 年，在广州购书中心设立了西

村窑陶艺体验店；2020 年 5 月，在白云区百信广场开设了西村窑非遗体验店；2020

年底，南海盐步中学开设了西村窑非遗课程，邀请梁向昭定期前往授课，作为学

生第二课堂的特色内容；省残联聘请梁向昭为陶艺导师向残疾人开展技艺培训；

最近，广州监狱正与梁向昭接洽，提出向在囚人员培训西村窑制陶技艺意向；2021

年 1月，在韶关开设梁向昭西村窑艺术馆。西村窑文化已经逐渐为大众所接受，

足见西村窑通过挖掘、传承和创新发展是颇具市场潜力的。



三、着手筹建西村窑陶瓷艺术馆，着力打造西村窑文化平台，将西村窑开发

成唯我独有的非遗文化产品

尽管历史上西村窑址属于当年的南海县属地，1956 年国家文物局已将其正式

命名为“广州西村窑”，且窑址所在地今为荔湾区西村街、南源街，2019 年“广

州西村窑制瓷技艺”正式列入荔湾区非遗项目，已经贴上了与荔湾不可分离的标

签，成为真真正正属于荔湾的品牌。而鉴于西村窑曾作为广州外贸的重要产品，

远销世界各地达 150 多年，是广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纵观一项历史文化品牌的重生，都是经过漫长的历练和打造才能开

花结果。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建成，是从 2001 年我区成立广州十三行遗址开

发利用促进会，率先启动十三行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历经

十五年才建成今天的规模，本人作为当年十三行促进会办公室主任参与其中，对

此深有体会。因此，建议区政府及早启动西村窑陶瓷艺术馆（以下简称“西村窑

陶艺馆”）的筹建工作，具体建议包括：

1、采用政府扶持、资源整合、市场运作模式开办西村窑陶艺馆。可委托西

村窑制瓷技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高级技师梁向昭作领军，提供平台，利用其已开拓的市场和社会影响力，整合各

方资源，建立具有展示、交流、研究、教育、体验、研发、推广等功能的非遗陶

瓷艺术文化平台。

2、西村窑陶艺馆作为宣传荔湾品牌的窗户，应选址在永庆坊或荔枝湾等较

成熟和游客较多的旅游区内，政府给予一定的免租期和稳定的优惠租金期，甚至

给予一定的开办费，通过民间力量建立西村窑陶艺馆文化基地，把西村窑的历史

文化通过图片和实物进行展示和体验，并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3、通过区文广旅体局向广州市考古院申请，将 1956 年挖掘封存的部分西村

窑碎片和考古成果借展于陶艺馆。据了解，当年有 60 多箱从西村窑遗址挖出的



陶瓷碎片存放在考古院，因当时属于抢救性考古，这些碎片没有再作进一步利用，

目前存放在仓库闲置，但对西村窑陶艺馆却具有重要价值，可作充实展示实物及

继续研究之用。

4、以西村窑陶艺馆为基地，组织成立广州西村窑历史文化研究会，利用社

会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西村窑历史文化，为广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添砖加瓦。

5、通过西村窑陶艺馆研发荔湾特有、代表广州名片的文创纪念品。目前尽

管荔湾区的非遗项目众多，但真正唯荔湾独有的非遗项目极少，如名声在外的“三

雕一彩一绣”也非只属荔湾独有，而西村窑是无可争议的荔湾独有。此外，由于

陶瓷制作成本相比其它许多非遗工艺品低，可塑性和可融合度高，可以通过其讲

出“荔湾故事”，非常适应文创市场要求，产品开发潜力大，甚至可把西村窑作

为荔湾新的文化产业开拓，前景无限。

6、提升广州西村窑制瓷技艺非遗项目级别，争取申报为更高级别的非遗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