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西琉璃渠村背靠九龙山，东临永定河，村子虽小，却因世代烧造

j糍璃而驰名国内外。-如4"-，走近琉璃渠村，一座建筑精美的琉璃牌坊呈
笺j

獯潦您的眼前，牌坊正中匾额上镶有“琉璃之乡”四个贴金大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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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蠲个闪闪发光的大字，您一定会对琉璃产生浓厚的兴趣。

硫鸸之乡锯硫鸸

“琉璃”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写作“流离”，即流光陆

离之意。它是陶瓷的一个特殊品种，是中国传统陶瓷的衍

生物。琉璃制品因系矿石烧成，因此又称“药玻璃”。它以色

泽美丽、质地坚固而享誉海内外，成为建筑装饰用材的上

品，被广泛用于皇宫、寺庙、帝王陵寝等庄重华贵之所。

走进琉璃渠村。与琉璃有关的古迹比比皆是：古老的

过街楼、关帝庙、妙峰山正路万缘同善茶棚、琉璃窑厂商宅

院和龙泉雾辽金瓷窑遗址等等。现在，它们都是北京市或

门头沟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琉璃渠村烧制琉璃制品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辽代．至今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1983年6月．离琉璃渠村仅有两华

里的龙泉雾村村民在村北挖水塔地基时。挖出一处瓷窑遗

址，这就是著名的辽金龙泉雾瓷窑遗址。出土的四件琉璃

制品中有辽三彩琉璃坐式佛像二尊：一尊高四十多厘米．

全身施以绿、奶白、酱黄三色琉璃釉色。已有残损。另一尊

高五十余厘米，头部完整无损，褊衫和唇部均绘有朱砂红

色，其塑造工艺高超，是典型的辽代佛像造型风格和手法。

具有极宝贵的艺术价值，可惜佛像臂及手部已残失。此外

还有一件高托莲花瓣座，下为八角形，未经烧釉工序。据专

家说，这些制品是在烧造过程中产生的残次物，故而弃置

于此。这一发现被列入1983年北京市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国家文物总局有关人员还在此捡到了有“寿昌五年”戳记

的琉璃残片。琉璃渠村与龙泉雾村两地相距不足两华里．

这些三彩琉璃制品的出土，使琉璃渠村琉璃烧制历史的年

代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元史·百官志》中，还详细记载了在琉璃渠村设琉

璃局的过程。元初定都北京，随即将山西琉璃窑迁至北京

石明廷

城南海王村(今和平门外琉璃厂)，而琉璃渠村的琉璃窑被

称为“西窑”。在京西设琉璃局，属大都四窑场之一，专门承

造元朝宫殿、陵寝、庙宇所需各色琉璃建筑材料。明《宛署

杂记》(1573年)中也记载：“琉璃局村，山产坩子土，堪烧琉

璃。内官一员主之”。这“内官一员主之”系明朝以来历代世

袭琉璃烧造商人山西榆次赵氏子孙。这部志书是万历年间

宛平知县沈榜所著，所记是十分可信的。从这些历史记载

中．我们可以知道，自元初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并已称为

琉璃局，到明代，该村仍被称为琉璃局，至今仍有人称琉璃

渠村为“琉璃局”。

清朝康熙年间，琉璃厂一带的书摊逐渐发展起来，形

成了书肆。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琉璃厂一带成为繁华

市区，已不适宜烧制琉璃制品．于是朝廷将窑场也迁到了

京西琉璃渠村。从此琉璃渠村成了天子脚下唯一的烧造琉

璃建材的场所，对古代皇家建筑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可

以说，北京故宫、明十三陵、颐和园、香山卧佛寺、北海、清

东陵、清西陵以及众多皇家园林、陵寝、寺庙能够长期经受

风雨侵蚀而依然巍峨壮观。与门头沟琉璃渠村高超的琉璃

制作工艺是分不开的，北京城的辉煌有门头沟区劳动人民

的巨大贡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琉璃渠村人民并没有满足

于前辈们创下的基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琉璃渠

村人不仅传承了古老的琉璃制作工艺．并且将这古老的工

艺进行了创新。如今，只要您走进琉璃渠村，那带有浓厚民

族特色和创新气息的琉璃制品随处可见：从各家各户的琉

璃坐墩、琉璃狮子、猫狗，到琉璃花盆、浴缸、笔筒，再到琉

璃五福I临门、松鹤延年、二龙戏珠等吉祥造型图案⋯⋯这

些作品处处体现了琉璃渠人的创新理念．更证明了这里确

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琉璃之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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