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宝丰新闻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焦葵葵 校对 张红雨

本报讯（记者王长河 通讯员杨国栋）11
月17日至18日，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宝
丰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协办的汝窑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来自英国、韩
国、德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70 余
名专家学者对汝瓷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探讨和交流。

据此次研讨会负责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
究员、器物部副主任、陶瓷研究所所长吕成龙
介绍，为庆祝故宫博物院 90 华诞，由故宫博
物院主办，宝丰县人民政府、英国大英博物
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津博物馆、吉
林博物院协办的“清淡含蓄”——北京故宫博
物院汝窑瓷器展，已于9月30日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延禧宫对外开放，展期至2016年8月
31日。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这次活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

“此次展览，故宫博物院倾其所藏 21 件
北宋汝窑瓷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研
讨会开幕式上介绍，此次展览还展出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
址等考古发掘品72件、宝丰县文物管理局收
藏的北宋窖藏出土汝窑瓷器修复品4件以及
从4家博物馆（院）商借的84件传世汝窑瓷器
和宝丰两件现代仿古瓷器作品等共 135 件。
其中大部分展品为首次展出，此次展出堪称
一场难得一见的汝瓷“盛宴”。这次展览是北
京故宫博物院建院 90 年来举办的首次汝瓷
展，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首次举办。

“汝窑之所以被后世推崇为‘五大名窑’
之首，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产品所施淡天青色
釉清淡含蓄、不温不火，这种深浅适中的和谐
色调满足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色彩方面的
审美追求，获得了北宋上层社会的喜爱。”今

年 93 岁高龄的国家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
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汝
窑的发现过程和清凉寺 12 次的发掘情况。
他说，根据清凉寺汝官窑发掘情况看，汝窑就
在宝丰县清凉寺，宝丰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汝瓷之乡。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耿宝昌、吕成龙、
秦大树、孙新民、小林仁、李喜宽、余佩瑾等来
自国内外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了7场
学术研讨，分别交流分享了《漫谈汝窑》《对汝
窑天青釉的探研》《略谈汝窑瓷器的特点及相
关问题》《汝窑的考古学观察及相关问题探讨》

《略述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等27篇学术论文
的主要观点。

“目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汝窑
遗址进行第13次考古发掘。”一直从事汝窑

研究发掘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孙新民说，从
目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汝窑遗址前12
次的发掘来看，每次发掘都有新的发现，我们
期待第13次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宝丰县委副书记、代
县长许红兵致辞。他说，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
遗址保护展示馆、宝丰县汝窑博物馆将于明年
开馆，届时将举办“中国·宝丰汝窑文化全国书
法大赛”“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并启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中国宝丰汝
窑文化书法碑林。宝丰县政府谋划通过三至
五年的努力，力争把宝丰建设成为集汝窑遗址
展示、汝瓷研发、文化交流、产品贸易、旅游体
验等为一体的中国汝窑文化之都。

研讨会前，与会的专家学者专程到故宫
博物院延禧宫参观了汝窑瓷器展。

宝丰县谋划建设中国汝窑文化之都

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
历时两天的北京故宫博

物院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成
果如何？11月19日中午，记
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采访了
此次研讨会负责人、北京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器物部副主
任、陶瓷研究所所长吕成龙。

“故宫博物院汝窑国际
学术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
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把
汝窑的研究向前推了一大
步。”吕成龙开门见山。

“借北京故宫博物院搭建
的平台，通过举办汝窑瓷器展
览、召开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
等形式，把汝窑的研究推上一
个新的高度。”吕成龙说，在这
次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
国内外和港台的专家学者带
来了各自在汝窑方面的研究
成果，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
交流发言。每一位专家学者
发言之后，台下很多人提问，
讨论非常热烈，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与会的专家学者对
这次会议反响特别好，都觉
得开得非常成功。这次会议
从规模来讲也是盛大的、成
功的。

吕成龙说，长期以来，由
于文献资料记载的缺乏，还
有汝窑窑址发掘的局限性，
再加上汝窑瓷器传世品数量
不多，不足百件，为汝瓷研究
增加了不少困难。这次会
议，通过研讨交流，解决了不
少问题，取得了一些可喜成
果。比如说对于传世汝窑瓷
器的认识和了解，以往统计
有六七十件，这次我们做了
最新的统计是90多件。这次

会议在传世汝窑瓷器研究方
面，一些地方来的专家学者
也提供了新的信息，这就给
大家提出了汝窑学术研究的
新课题。

吕成龙说，在汝窑和其
他窑的关系方面，以前专家
学者都提到汝窑是受越窑
的影响，后来也有人说受到
了五代耀州窑的影响。这
次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来，
汝窑除了受越窑和五代耀
州窑的影响外，还受到了当
时北方著名的邢窑影响，这
又是一种新的提法。还有
对汝窑的年代问题，以往也
是意见不统一，这次有些学
者在结合考古发掘的实物
资料，利用文献进行综合研
究，在这方面形成了一些新
观点。这次研讨会上，上海
博物馆用热释光对宝丰清
凉寺汝窑出土的汝瓷标本
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做
了测试，通过比对发现，在
年代上宝丰清凉寺汝窑的
标本比张公巷窑的标本早
了大约30年。

“这次汝窑国际学术研
讨会，国内外专家学者汇聚
一堂，交流分享了《漫谈汝
窑》《对汝窑天青釉的探研》

《略谈汝窑瓷器的特点及相
关问题》《汝窑的考古学观
察及相关问题探讨》《略述
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等学
术论文的主要观点，把整个
汝窑的研究向前推了一大
步。”吕成龙说。

（本报记者 王长河 通
讯员 杨国栋）

把汝窑研究向前推了一大步
——访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所长吕成龙

11月19日上午，记者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专访了 93 岁高龄的国家文物
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
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
员耿宝昌先生。

“在故宫博物院90华诞之际，我们
举办历史名窑、位列北宋五大名窑之
首的汝窑‘清淡含蓄’——汝窑瓷器
展暨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意义非常
重大。”耿宝昌先生说，这是一场难得
一见的汝窑“盛宴”。汝窑瓷器是我
们世人所共知的，整个宋代，从南北
陶瓷窑场发展来看是以青瓷为主，宋
代宫廷遗留的瓷器大都是青瓷系列，
过去历史上有“汝窑为魁”“南青北白”
之说。

“乾隆皇帝对汝窑情有独钟。”耿宝
昌先生介绍，乾隆皇帝曾亲自在不同的
传世汝窑瓷器上题御诗15首，可以看出
他对汝瓷的喜爱，但是清朝皇家也不知
道汝窑在哪里。由于皇家的重视，加之
传世品极少，汝瓷更加弥足珍贵，当年
有“家有万贯，不抵汝瓷一片”的说法。
对于汝窑的研究仅靠它的传世品极为
有限，因此挖掘考古汝窑遗址意义就
更加重要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耿宝昌先生
说，汝窑遗址的认定经历了一个较为
漫长的过程，从1930年日本学者进行
实地调查开始，经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年代，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
叶喆民先生和其他文物工作者、爱好

者曾多次赴实地进行调查、考察。
1977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叶喆民先
生赴宝丰县清凉寺村窑址进行考察
时，采集到一片与传世汝窑瓷器类似
的瓷片标本。直至 1986 年，随着窑
址调查采集资料的增多，人们才最终
认定传世汝窑瓷器的烧造地点位于
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自
1987 年至 2014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已对清凉寺村的汝窑遗址进
行了 12 次考古发掘，获得大量瓷器、
窑具等标本，发掘出窑炉、作坊等大
量遗迹，找到了烧造御用瓷器的中心
区，为全面认识汝窑提供了重要实物
资料。

“近几年陆陆续续从清凉寺汝窑
遗址发掘出的汝瓷瓷片，是过去历史
上所没有的。过去只知道汝窑瓷器
有蟹爪纹、芝麻钉等，现在看这种认
识太有局限性了。前前后后发现的
瓷片，工艺上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发
现，装饰方面有刻花、印花等，可以说
装饰是丰富多彩的。现在掌握的情
况基本上揭开了汝窑瓷器的‘庐山真
面目’。”耿宝昌先生回忆说，他多次
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察，起初考察时
发现在清凉寺村的周围田野里、河边
上、村子中的土墙上，到处都有汝瓷的
瓷片。那时没有像今天大家都重视汝
瓷的研究。现在，不仅有专门考古研
究文博系统，民间学者、爱好者也参与
到考古探讨中来。

“通过与收藏品比较鉴别，宝丰清
凉寺出土的汝瓷成品与大陆、台湾两
地故宫藏品是一致的，是历史上皇家
认可的产品，可以说宝丰清凉寺汝窑
是绝对正宗的。”耿宝昌先生说，古代
的汝州辖区面积很大，不光是宝丰，还
有其他地方，但是其他地方跟清凉寺
出土的汝瓷又有不同。

“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全世界
人所共知，大伙都很向往，有很多的人
都想来看看汝窑的真面目，目前传世
品很少，不足百件。”耿宝昌先生说，汝
窑出土有这么多的瓷片，那真是让人
眼花缭乱，今后我们还要在其周围进
行考古发掘。

“清凉寺汝窑遗址一定要保护
好。”耿宝昌先生说，宝丰县认识到
了这一点，特别重视清凉寺汝窑遗
址的保护，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投
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来修建汝窑遗
址展示馆和汝窑博物馆。他殷切希
望宝丰把汝窑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
保护好，尽量把汝瓷残片整理细致，
完整系列化，丰富汝窑博物馆的文
物馆藏，让汝窑遗址达到最完美境
界。同时还要广招人才，培养当地
专门研究汝瓷的学者和企业志士仁
人把汝瓷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把汝
瓷这一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为弘扬中华民族的陶瓷文化做
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王长河 通讯员 杨国栋）

清凉寺汝窑遗址：千呼万唤始出来
——访国家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

“汝窑瓷器一入眼感觉
就特别清新雅爽，而明清仿
烧的青瓷，虽然非常精致，
但显得比较单薄。所以，我
感觉到汝窑天青釉在历史
上就是绝唱，没有谁能够胜
过它的。”11月17日晚上，记
者采访了参加北京故宫博
物院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陕西省耀州窑博物馆名
誉馆长禚振西。

在谈到汝窑和耀州窑的
关系和汝窑遗址的发现对推
动陶瓷研究有什么作用时，
禚振西说，汝窑和耀州窑的
关系非常密切，这两个窑相
互有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
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汝
窑是个绝唱，汝窑的天青釉，
没有谁能够逾越。

禚振西说，长久以来，国
内外的考古工作者和陶瓷学
者一直在找北宋汝窑窑址，
却一直找不到。新中国成立
以后，陈万里先生、叶喆民先
生他们都去找，但是都没有
找到，后来冯先铭先生和叶
喆民先生在宝丰清凉寺找到
了瓷片。在1986年西安召开
的陶瓷年会上，宝丰县从事
汝瓷研究的王留现拿了一篇
论文和一件瓷器，瓷器胎釉
的特征，全部跟原来见到的
官汝贡汝没有任何区别，唯
一的瑕疵就是色调有点发
暗、发灰，但是大家都很兴
奋，这件瓷器留在了上海博
物馆。上海博物馆又派人专
程到宝丰清凉寺采集了瓷
片，禚振西专门到上海看过，

大多数瓷片确实是官汝，但
里头有几片钧瓷。钧瓷跟汝
瓷的特点不一样，汝瓷釉乳
浊里有点透、有玉质，呈现半
透半不透，钧瓷全是透。

2000年宝丰清凉寺汝窑
遗址大面积考古发掘，揭开了
千年之谜。大家如朝圣一样
一遍又一遍地去清凉寺汝窑
遗址考察，每看一次都有新的
收获。清凉寺汝窑遗址在中
国考古史上确实是重大发现，
过去，大家都不知道汝窑瓷器
还竟然有纹饰，有刻花，还有
贴花、雕塑这一类的东西，遗
址发掘后，有了很多新发现。
最近两年，在清凉寺汝窑遗址
保护展示大厅的周围又找到
了很多的素烧胎，这些重大发
现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这次研讨会上，河南
的同志有种看法：早期是民
汝，以后是贡汝，再进一步发
展是北宋官汝。我觉得从目
前考古发掘的实物和有关资
料看，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最
大。”禚振西说，北宋官窑就
在宝丰清凉寺，从民汝到贡
汝、最后再到官汝，这是一个
历史发展过程，符合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特别是最近一
批素烧胎的发掘发现，更证
实了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这
次研讨会收获非常大，让他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认
识了很多问题，回去后会进
一步深入研究，为汝瓷的保
护、传承和发展及中国陶瓷
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王长河 通讯员
杨国栋）

汝窑天青釉是历史绝唱
——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禚振西

11月19日晚，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闭
幕之际，记者采访了参会的日
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主
任学艺员、博士小林仁。

曾经到过宝丰县清凉寺
汝官窑遗址考察的小林仁，
2007 年始任大阪市立东洋陶
瓷美术馆主任学艺员，研究
领域为中国陶瓷史、中国美
术史，其主要论著有《中国南
北朝隋唐陶俑的研究》等。
他在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
馆策划了汝窑瓷器、定窑瓷
器等多个专题展览，是从事
中国古陶瓷研究的知名学者
之一。

“日本只有两件汝窑瓷
器，其中一件是我们陶瓷美术
馆收藏的汝瓷水仙盆，而传世
汝窑水仙盆目前世界上只有6
件，所以非常难得。”小林仁用
流利的汉语介绍了大阪市立
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汝窑瓷
器的情况。上世纪70年代，日
本一个贸易公司通过拍卖收
藏了这两件汝瓷，后来，这家
贸易公司破产，把他们收藏的
中国和韩国的瓷器转给了大
阪市政府。为了保存、陈列藏
品，大阪建起了市立东洋陶瓷
美术馆。

“日本的专家和学者研究
中国汝瓷的历史也比较长，清
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以前，
我们只能通过传世器物器型和
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小林仁
说，他们一直等着中国的考古
发掘，找到窑址、窑口。2000
年，汝窑遗址在河南宝丰县大
营镇清凉寺村发现，在世界范
围的考古界和陶瓷界引起了巨

大轰动，也解开了汝窑的千年
之谜。听到汝窑窑址被发现的
消息，日本的专家学者都非常
激动和震撼。2002年，小林仁
有幸来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
察，看到烧造传世品的好多窑
炉和堆积的大量天青色汝窑瓷
片，当时他心潮澎湃。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
重视中国国内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成果。”小林仁说，2009年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第
一次举办了宝丰清凉寺窑址
考古成果展览，向日本观众介
绍最新的发掘成果。这些发
掘成果包括汝瓷器型和种类，
给他们研究汝窑带来了很多
新的知识，开阔了研究视野，
提供了实物依据。去年清凉
寺汝窑遗址的第12次发掘又
有了重大发现，这为他们研究
汝窑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
让他们对汝窑有了新的认识，
有了汝窑研究的新课题，他们
期待今年的第13次发掘会有
更多新发现。

这次北京故宫博物院举
办的汝窑瓷器展展出了135件
汝瓷，大部分为首次展出。让
日本专家大开眼界。“这次汝窑
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对汝瓷有
了全新认识。”小林仁说，中国
和日本之间包括瓷器文化在内
的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通过
这次汝窑瓷器展和国际学术研
讨会，将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
陶瓷文化的交流。

采访结束时，小林仁应邀
题写了“汝窑青瓷 至高之美”
八个大字。
（本报记者 王长河 通讯员
杨国栋）

汝窑青瓷至高之美
——访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主任学艺员、博士小林仁

本报讯（记者王长河 通
讯员杨国栋）11月26日，宝丰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该县
有关领导日前在首都参加北
京故宫博物院汝窑国际学术
研讨会期间，拜访了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
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
兰芳和中国快板艺术委员会
副会长、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
家王印权夫妇，诚挚邀请刘兰
芳老师在 2016 年马街书会期
间再次回到“家乡”宝丰走一
走看一看。

“马街书会对我的吸引力
太大了，明年我一定回‘家乡’
宝丰看看。”在接过邀请书时，
刘兰芳高兴地说，她与马街书
会太有感情了，马街是曲艺艺
人的家，马街书会的兴旺发展
是曲艺界的骄傲。她回忆说，
1981年2月，她与已故的中国
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首次来赶
马街书会，就受到马街的乡亲
们和民间艺人们热烈欢迎和盛
情接待。当时乡亲们把她围得
水泄不通，散去一拨又来一
拨。陶老被马街人对曲艺的热
爱和对艺人的热情所感动，挥
毫写下“马街书会溯源长，负鼓
携琴汇现场；说古论今依旧事，
万人空巷看兰芳”一诗。从此，
她与马街书会结下了不解之
缘。“我还是马街村的荣誉村民
哩。”刘兰芳笑着说。

听到对自己 30 多年来多
次到马街书会交流指导、演出
助兴，为马街书会的繁荣和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赞扬后，
刘兰芳说：“我对马街书会所
做的贡献微不足道，只是尽了
自己一点绵薄之力。民间艺
人现在很不容易呀，已经到了
青黄不接地步。”说到动情之
处，刘兰芳眼睛湿润了，“我们
要做的不仅是每年在马街说
几天书，而是要留下文化，留
下好的艺人。”

刘兰芳希望宝丰县委、县
政府要尊重曲艺人才，在保护
好、传承好、发展好马街书会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
加大力度培养热爱曲艺的新
人新秀，提高民间艺人的表演
水平，表演更多的群众喜闻乐
见的好节目，使曲艺艺人的演
出更加接近地气，凝聚人气，
做到与群众心连心、心贴心。

宝丰县领导表示，刘兰芳
老师对中国曲艺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对马街书会的繁荣兴
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
后一定结合宝丰实际，高度关
注和关心曲艺艺人发展，积极
扶持、选拔、培养年轻艺人，打
造当地的民间艺术家，把每
年的农历正月十三书会办得
红红火火，真正把马街书会
办成民间艺人表演的乡间田
野大舞台。

刘兰芳将回“家”参加2016年马街书会

宝丰县领导拜访著名表演艺术家

本报讯（记者王长河）
11月24日上午，宝丰县石桥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挂牌成
立。这标志着该县食品药品监
管体制改革工作已全面完成，
覆盖“县、乡、村”三级的食品药
品基层监管网络已经形成。

据了解，组建成立乡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是各
级政府推进食品药品监管体
制改革，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的重大举措。为把此项工作
落到实处，该县通过积极努
力，成立了石桥、闹店、周庄、
赵庄、商酒务、大营、杨庄、城
关等8个乡、镇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和一个县产业集聚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
这些单位均为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承
担辖区食品（包括保健品、
酒类）加工、流通、餐饮环节
和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流通环节以及医疗机构使
用药品的日常监管、巡查、
信息收集和食品加工流通、
餐饮服务、药品及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的受理等。乡、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成
立，表明该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工作已步入规范化、制
度化和专业化轨道。

图①：宝丰县高度重视汝瓷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汝瓷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目前，全县拥有汝瓷研发机构和
企业40余家。图为宝丰县委书记张庆一（右二）在汝瓷企业调研。 王长河 提供

图②：11月17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左一）与参加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宝丰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许
红兵（右一）一起欣赏宝丰县仿制的汝官瓷产品莲花碗。 王长河 提供

图③：11月17日，国家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右三）与参加汝窑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宝丰县领导一起参观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 何五昌 摄

食药监管步入规范化、专业化轨道

宝丰县食药监督管理网络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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