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說青山龍窯—
—香港龍窯關注組—



青山龍窯在哪裏？

你在此 青山龍窯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6S5ecwfSR6ZdlHp97LO_DYjqOKtfGG6b/preview


?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Hi3RKX0f2wmGeAl1HND47JL2HLg48WPe/preview


青山龍窯歷史

● 建於1940年代

● 前任窯主經營不善，由來自石灣的梁森師

傅接手

● 1950年左右成立工合陶窯

● 生產各式日用陶器

● 1982年停產

● 2014年獲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梁森師傅



青山龍窯舊照 (1970年代)



龍窯橫切面



窯磚



龍窯出產什麼陶器？



砂煲



錢罌



五加皮酒樽



水渠



建築/裝飾陶瓷



如何從泥土變成砂煲？



1. 練泥

2. 成形 3. 上釉

4. 入窯

5. 燒窯



練泥

● 泥磚或泥粉

● 曬乾後在練泥池內加水浸泡數天

● 踩踏至均勻

● 把濕泥搬到旁邊的地上繼續踩踏

● 靜置數天，直至濕度適中



1. 練泥

2. 成形 3. 上釉

4. 入窯

5. 燒窯



成形

● 用模具配合製作

● 主要使用人手壓模或車坯機

● 車坯機

○ 適用於開放式模具（ e.g.砂煲蓋）

○ 先把陶土放在模具上

○ 摩打令模具旋轉

○ 拉下拉桿，刀片與模具推擠陶土

○ 去除多於部分（飛邊）

○ 整個模具移到地上待乾

○ 部分陶器需要黏合



成形

● 人手壓模

○ 有電力供應前

○ 封閉式/不規則模具

○ 割出泥板

○ 平均地壓在模具上



1. 練泥

2. 成形 3. 上釉

4. 入窯

5. 燒窯



上釉

● 釉藥原料按比例在釉缸內加水混合製成釉

漿

● 坯件風乾後方可以開始上釉，不需上釉的

坯件可直接送往燒製

● 最常用的上釉方式是浸釉法



上釉

● 其他上釉方式：

○ 淋釉法

○ 噴釉法

○ 毛筆上釉

○ 印章



1. 練泥

2. 成形 3. 上釉

4. 入窯

5. 燒窯



入窯

● 坯件再次風乾後即可入窯

● 先把窯內沙地砌成稍往前傾的階梯狀

● 工人把準備好燒製的坯件傳遞給窯 內的梁

森（遞坯/遞窯）

● 梁森按需要用匣鉢裝好坯件，再根據所需

燒製溫度疊放到相應位置

● 每一排匣鉢或坯件互相錯開



匣鉢



1. 練泥

2. 成形 3. 上釉

4. 入窯

5. 燒窯



燒窯

● 在窯口用磚頭砌成臨時窯門，並用砂漿封

起空隙

● 早上先由幾名工人在窯頭投入較大的松

柴，令窯頭升溫



燒窯

● 窯頭約在傍晚到達 1300度，可以開始在窯

脊投入較幼的柴枝引火

● 五名工人爬到窯脊上從窯頭附近開始投

柴，每人負責一個投柴孔，另有其他工人

在兩旁遞上柴枝

● 負責中間三個投柴孔的工人會爬上特製

長椅上，避免直接接觸高溫的窯脊

● 梁森在旁觀察火焰，指示投柴的時機和份

量



投柴孔



投柴用長椅



燒窯

● 梁森認為溫度足夠，命工人停止投柴，並

用圓形乾泥塊加上砂漿堵塞投柴孔

● 五名工人移動到下一排投柴孔繼續投柴，

如此類推，直至封好所有投柴孔，過程會

持續至深夜

● 窯體約需要2天時間慢慢降溫

● 完成降溫後，工人會拆掉窯門，入窯取出

陶器



砂煲罌撐以外



藝術陶瓷

● 陶藝家想燒出柴燒的效果，於是到龍窯

「搭燒」

● 梁森收取費用，出租窯內空間

盧世強先生作品



陶藝基地

● 香港陶瓷藝術室向學校供應陶藝用品，

是香港最早的供應商之一

● 人稱香港陶藝教育之父的陳炳添每年帶

教育學院的學生參觀龍窯

● 不少同樣來自石灣的陶藝家住在附近，

與梁森來往甚密，甚至會到龍窯拜年



龍窯之後怎麼了？



存亡危機

● 1970年代末期經營狀況變差

，產量減少

● 1980年代初政府收地發展新

市鎮，本來計畫要清拆



活化計畫

● 1982年，時任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白

德博士提出保留龍窯，並建立「工作博物

館」(Working Museum)

● 博物館包括課室、工作室、展示室以及商

店等設施

「活的歷史遺跡總比死的好，能運作的博物館總比不能運作的好。」



燒窯測試

● 為研究復燒可行性而進行測試

● 教育學院學生作品+空匣鉢

● 梁森在一旁監督，實際操作則由其子

梁柏泉負責

● 1985年5月26日早上7時開始試燒



龍窯現況

● 後來政府擱置計畫

● 梁森於1988年去世

● 梁柏泉接手管理龍窯至今

梁柏泉先生



危機再臨

● 2016年政府提出在龍窯附近興建單棟

公屋

● 龍窯有機會受工程影響，甚至遭清拆

● 香港龍窯關注組成立

○ 提高公眾關注度

○ 爭取活化龍窯

● 政府承諾不清拆龍窯，但工程依舊進

行



龍窯活化設計（2019）



為什麼要保育龍窯？



香港唯一龍窯

貢獻香港陶藝創作/教育

反映最真實的香港生活歷史



龍窯的價值

● 官方紀錄 vs 民間生活點滴

● 當時的物料、技術

● 當時的價值觀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有歷史、記憶，才有今天的我們。」



器物與我們的語言



—完—

香港龍窯關注組 @hongkongdragonkil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