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老人讲那齐村过去的故事
●张振营

鲁山花瓷，特指河南

鲁山所产的一种黑地釉点

缀乳白蓝斑的花釉瓷器，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

高温窑变釉瓷器，距今有

1400多年的历史。2015

年，被列为第四批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鲁山花瓷，色釉流动

并相互浸染，呈现出“入窑

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

变艺术，其花釉胎如坚石，

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

飘动，风格厚重奔放，浑然

天成，又曰“唐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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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鲁山 探寻花瓷的奥秘
●叶剑秀

在郏县茨芭镇的大山里隐藏着一
个传统村落——齐村。三言两语不能
说尽，唯有亲自前去探访。

齐村的东西各有一条岭，北边是小
峨眉山，村子就坐落在簸箕形的山坳
里。在路人的指点下，我顺着下坡的水
泥路向村里走去。齐村东西中心街上
的建筑多是古建筑，民国时期的保长旧
居和地主家的房子为砖房，其他房屋都
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的含有礓石的黏土
加上麦草堆垛而成，很结实，村里土墙
灰瓦的老房子虽然历经百年但是依然
保存完好。在中心街南侧有一座古建
筑，是清代风格的关帝庙，现存主殿三
间，单檐歇山顶，上覆琉璃瓦。关帝庙
是过去祭祀和娱乐的场所，但现在这里
依然是唱戏、集会的地方。

天气正好，老人们便三五成群聚在
一起。见有七八位老人坐在一户人家
大门前的石块上拉家常，我紧走几步加
入他们。几位老人年龄都在八十以上，
我随便问了几个人，齐套成 82岁，齐怀
远 81 岁，胡银秀 80 岁。从他们口中我
知道这个村齐姓人最多，胡姓次之，所
以才叫齐村……

●杨家和齐家的故事

相传，唐朝时这里是个御马场。此
地东西两条小河依两座低矮的丘陵从北
向南蜿蜒而下，然后交汇在一起向东南
奔汝河而去。两河之间地势平坦，土沃
草肥，且三面环水，是阻挡马匹外逃的天
然屏障。两河交汇处正前方的河南岸有
座高地，被风水先生称为大印，因而被河
圈上的地方叫“玉印镇地”，颇信风水的
养马官遂将此地确定为专为皇宫养马的
御马场。养马官姓杨，人称杨御马。齐
村最早的杨姓就是杨御马的后人。

还有一种说法，村里的杨姓是北宋
杨家将的后裔。相传北宋汴京沦陷后，
杨家人也四处逃难，其中有一支就来到
了今天齐村这个地方。面对金人的进
攻，还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能力的杨家后
人就在此地挖了地道以躲避金兵。这
地道就是村里的藏兵洞，也叫躲金洞。
村北不远处就是三苏坟，村南的高地上
建有包公祠，此地还发现过宋墓，出土
过宋、金时期的文物，宋朝的元素比较
多，也许杨姓之人来自杨家将后裔的说
法有一定的道理。

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之后，郏县人
口骤减，齐姓先祖齐世强随迁徙大军从
山西来到这里定居。随后，村里又收留
一家胡姓的落难铁匠。在后来的几百
年里，齐姓和胡姓人丁兴旺，而杨姓渐
渐衰落，到民国年间杨姓八门只剩下杨
尾巴一门。

●藏兵洞的故事

据老人们讲，村里过去有一座古寨，
清同治《郏县志》记载为崇庆寨，寨门朝
南，寨墙上有石刻“望云”二字，现存有寨
墙遗址。村里的老房子都在寨墙之内。
这个寨不同于其他村寨有四座门或至少
两座门，此寨只有朝南一座门。

村里还有一奇——藏兵洞。在 84
岁老人齐学文的带领下，我前往他的旧
居。院里有三间土墙瓦房，院墙和门楼
已经塌踏，看得出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人
了。老人说，洞口就在院里的西南角，
我站在石砌的洞口往下看，里面黑洞洞
的，什么也看不清。

听齐学文老人讲，藏兵洞蜿蜒曲
折，里分三层，上下相通，左右相连，里
边设有翻井等机关。洞内时宽时窄，时
高时低，有些地方只能爬着过。分叉颇
多，左盘右旋，久不见尽头，确如迷宫，
对洞内情况不熟悉的，很难走出去。老
人说，在三层结构的古地道中，一般以
第二层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区域，
在这一层里，灯龛密布，炊灶洞室、铸造
作坊、储粮瓮洞等一应俱全。且与村里
两眼水井相通，只要储存够一定食物，
在洞内生存上几个月不成问题。因藏
兵洞建在村子地势最高的西北处，且高
于村子两边的河沟有十来米，另外还有
洞口通到河道，这样既不怕洪水也不怕
从洞口灌水。

相传民国悍匪老洋人曾在洞中月
余。老洋人本名张庆，家居汝州，趁着
豫西一带闹饥荒，拉杆当土匪，因其身
材高大，黄发深目高鼻，颇似洋人，人送
绰号老洋人。其杆自称“河南自治军”，
最强盛时有三万余人，劫掠陕西、河南、
安徽、湖北诸省，还拘几十名传教士做
人质。兵败退至郏县、宝丰、鲁山一带
活动。1922 年 11 月，直鲁豫巡阅副使
吴佩孚派三路大军围剿时，老洋人的司
令部就设在齐村的藏兵洞里。驻扎河
南的陆军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被任命为

剿匪总司令，负责指挥各路人马围剿。
老洋人的队伍虽然损失惨重，最后只剩
3000 人左右，但他在洞内据守不出，且
手中尚有外国人质 7人。在强攻、灌水
等方法都奈何不得的情况下，靳云鹗只
得招安……

藏兵洞建于何时？又是何人所
建？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文献里也找不
到记载。老人们说，传说是春秋战国时
鬼谷子的演兵场；也有人说，是村里杨
家后人挖的躲金洞；还有人说，是清朝
雍正年间被追杀的一个将军为避难而
筑。村南两河沟交汇处的洞壁上有多
个洞穴，深不可测。这些洞叫“屋洞天
窑”，洞口旁边还有累累弹痕，以前这里
是进出村的要道，这些洞是为了抗击土
匪而用的。

●胡老二刀的故事

打听齐村两大匠人家的情况，村里
老人说，怕是齐木匠的手艺要失传了。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用那些老式

农具的人越来越少，齐木匠家早就不再
做木工活儿。

说起铁匠，大家都伸出了大拇指，
说胡老二刀可是远近闻名。如今，胡老
二刀具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第四代传人胡阳杰带我看了他家
的老宅子。清瘦的胡阳杰看上去精明
能干，边走边说起家里打铁的历史。胡
阳杰说，他的曾祖父胡须柱当时非常有
名，其锻打的日常刀具及农具品质一
流，打造的枪管、刀剑工艺更是一绝，曾
为当地的抗日武装及村寨民兵提供过
大量武器。

第二代传承人胡海滨颇具传奇色
彩，胡老二刀正是在他手中名声大震。
已90岁高龄的胡海滨有兄弟四个，父亲
把技术传授给了不愿学艺的老四之外
的三兄弟，最后阴差阳错真正传承下来
的是他这个老二，也许是命中注定，从
先祖传下来的是“胡老二”技艺，到他这
个老二身上注定要大放异彩。20 世纪
50 年代茨芭、薛店两镇成立铁业社，胡
海滨收徒2000多人，把技艺传播到周边

好几个县。胡海滨会锻打当地的各种
农具、全套的木工用具、屠宰用具，尤其
剪刀、斧头、镰刀、菜刀最负盛名。

第三代传承人胡桥定从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父学艺，他吸取多家工艺之
长，来补自家工艺之短。70 年代末，他
辞去令人羡慕的教师职务，专门研究锻
打技艺。他是齐村拥有空气锤的第一
人，1980 年，他独创了一刀两刃的鸡冠
刀和排骨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锻
打产品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已
很难再看到铁匠用的“红炉”。面对市
场与传统的抉择，胡桥定和他的次子
——第四代传承人胡阳杰选择了坚
守。胡桥定教育儿子，不能把祖上的手
艺从我们的手里丢掉。胡阳杰 2006 年
从河南大学毕业后毅然回乡创业。他
改进了抛光用的砂轮机和开刃机，引进
了新材料和不锈钢的应用，力求使厨刀
既美观又实用，他还创新销售模式，让
胡老二刀走出郏县走向全国。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首批河南省传统村落——郏县齐村

●段店古瓷窑遗址

鲁山窑又称段店窑，因在段店村
发现而得名。窑址北距宝丰清凉寺汝
窑遗址 25 公里，东距平顶山市 30 公
里。该窑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窑
炉众多，文化遗存丰富。20 世纪 70 年
代，在鲁山段店古瓷窑址出土了大量
的花瓷残片，被古陶瓷研究学者确定
为（唐代）鲁山花瓷窑址。段店古瓷窑
遗址 1981 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000 年 9 月 25 日定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006 年 5 月 25 日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段店窑烧制的瓷器品种繁多，质
量上乘，尤以唐代花釉瓷闻名中外。
当时烧制的器物，制作规整、工艺考
究，大量使用了模制工艺，有些还在施
釉前先行素烧，使得器物形体规范、胎
体较薄，有的器物胎釉厚度不到两毫
米。因模具的广泛使用，异形器物也
得以大量生产，从器型和用途来看，大
部分产品并不像是民间日常用品。段
店瓷窑先于汝官窑、禹州钧瓷，是汝
瓷、钧瓷的发源地，以鲁山花瓷最为著
名，其规模之大、年代之长、品种之全、
花样之多、工艺之精湛，都是中国古代
烧瓷史上所仅见的。故此，鲁山段店
窑址及所产花瓷，被研究专家称之为

“钧之源，汝之母，瓷之祖”。

●鲁山花瓷代表作——羯鼓

鲁山花瓷的生产从唐中期开始，
晚唐、五代时规模最大，北宋时成为
汝窑的一部分，生产最为兴盛时，有

“清凉寺到段店，一日进万贯”之说。
鲁山花瓷的代表作羯鼓，是具有

创造性的精品杰作。唐玄宗时期曾
为 宫 廷 御 用 瓷 。 羯 鼓 又 称 腰 鼓 、拍
鼓，是一种双面击打乐器，由西域传
入中原，到了唐代，为让鼓声清脆响
亮，鼓腔渐渐由木质变为陶瓷。唐玄
宗精通音乐，嗜击鼓，尤爱鲁山花瓷
羯鼓。据唐代南卓《羯鼓录》记载，唐
玄宗与宰相宋璟谈论羯鼓时说：“不
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木然小
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
汉震，第二鼓也。”这句话意思是说青
州的陶和鲁山花瓷做鼓腔最好，花瓷
的产地在鲁山（鲁山县古称鲁阳，唐
贞观元年改称鲁山县，鲁山县名沿用
至今），说明了唐玄宗和宰相宋璟常
见并且使用过这种花瓷鼓，指出了花
瓷羯鼓在鼓类中位居第二。这部关
于鼓的记叙性专著，是“耿直而不群”
的南卓任洛阳令时，在白居易、刘禹
锡的倡导下撰写，可信度高是毋庸置
疑的。这些都足以表明鲁山花瓷羯

鼓作为一种乐器唐朝时成为宫廷御
用。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清宫旧藏
传世的瓷质腰鼓一件，长 59 厘米、口
径 22.2 厘米，呈长圆筒形、两头粗、中
间细，古朴典雅，丰美厚重，鼓身凸起
棱形线玄纹七道，通体黑釉为地，饰
以乳白、蓝色斑块，规则排列分布于
全器。器物粗狂、凝重、豪放，斑块自
然缥缈。经过专家考证，该器物为鲁
山段店窑所产，系鲁山花瓷珍品。

鲁山花瓷从唐一直到元、明都享
有极高的声誉。元代著名学者、隐士
吴莱所撰《明皇羯鼓歌》中有“宋公守
正好宰相，鲁山花瓷献躁”之句。拿
鲁山花瓷与一代名相宋璟的品德相
提 并 论 ，可 见 对 鲁 山 花 瓷 的 评 价 之
高。清末黄矞撰《瓷史》载：“鲁山县
属汝州，即宋人所斥为汝器者，元明
以来实为文房所珍贵，唐初所烧者仅
以花瓷显于世耶”。意思是鲁山属汝
州管辖，是宋朝人所贬低的汝瓷，元
明以来实为文房珍品。

20 世纪 50 年代初，故宫博物院的
陈万里先生曾来鲁山段店窑调查，除
发现青、白、黑、酱钧瓷和三彩陶残片
外，未发现花瓷瓷片。故宫博物院李
辉 柄 、李 知 宴 先 生 于 1979 年 来 到 鲁
山，随同的还有河南省博物馆的王雨
刚先生。实地勘察后，惊喜地发现花

瓷腰鼓残片 5 片，经进一步查阅古籍
并 与 故 宫 传 世 腰 鼓 对 比 辨 认 ，结 果
是：段店窑的残片、故宫博物院藏传
世腰鼓与唐南卓《羯鼓录》等古籍记
载花瓷腰鼓型制和釉、胎完全相同，
从而明确花瓷腰鼓的性质、用途、生
产时间和产地等问题，解开了鲁山花
瓷之谜。

1986 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工
作人员又先后数次来段店进行了发
掘、调查。根据多次调查综合分析，
进一步证实，故宫所藏花瓷腰鼓为鲁
山段店所产。《羯鼓录》是唐人研究唐
代乐器的专业书，也是记载鲁山花釉
瓷的最早文献，记载与实物相吻合，
说明唐人的记载是准确的。

●鲁山花瓷的三大特征

原料特征：鲁山县储藏有煤、铜、
铁、铅、锌、滑石、石英岩、铝土、萤石、
石膏、硅灰石、玄武岩、石墨、磷、白云
岩、耐火黏土、含钾岩石等丰富的矿
产资源。其中大多数矿产都是陶瓷
制作的主要原料，为鲁山花瓷的生产
提供了物质条件，解决了长途运输原
料的问题，节约了制作成本。在唐代
鲁山花瓷原产地鲁山县境内采集到
的胎、釉原材料，拥有鲁山县本地特
有的黏土陶瓷原料，其独有的化学元
素含量比是制作鲁山花瓷黑地乳白
蓝斑的必备条件。

工艺特征：唐代鲁山花瓷造型浑
厚 ，大 气 ，具 有 非 常 典 型 的 唐 代 风
格。其利用釉的流动性所表现出来
的彩斑，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唐代
鲁山花瓷斑釉的施釉方法独特，在黑
釉上加施带蓝色的釉料。黑色地釉
漆黑透亮，蓝色斑釉流动自然、分相
明显、釉面平整但呈色立体感强烈。
斑釉施釉工艺有洒斑、点斑、立粉堆
线、画斑等，通过调整斑釉配方和点
斑、洒斑技法，所调制的釉料中完全
不含钴金属化合物，其蓝色斑釉呈色
原 理 不 靠 钴 呈 色 ，完 全 通 过 自 然 窑
变。其点斑、洒斑技法是由老艺人利
用软毛笔和刷子实现的，所以烧出的
乳白蓝斑釉面平整，但呈色立体感强
烈。在窑炉的制造方面，用木柴、煤
炭和液化气作为燃料，在鲁山县当地
气候条件下，采用低温素烧、高温釉

烧二次烧成和高温一次烧成。窑炉
型制以倒焰窑为主，烧制气氛为氧化
气 氛 。 斑 釉 釉 色 在 1250oC -1290oC
形成。釉烧气温在 500oC 之前缓慢升
温，500oC-1250oC 之间加速升温。由
于窑温和窑炉气氛控制适当，烧出的
斑釉与地釉融合为一体，斑釉呈雨丝
般纹样，生动自然。

宋钧窑的蓝釉与鲁山花瓷的蓝
釉一样，也属于二液分相釉，只不过
是在鲁山花瓷蓝乳光釉料的基础上
加 入 铜 等 元 素 ，使 钧 瓷 呈 现 五 彩 缤
纷的艺术效果。鲁山花瓷创造了二
液 分 相 釉 的 新 技 巧 ，使 黑 釉 系 瓷 器
出 现 了 绚 丽 斑 斓 的 窑 变 效 果 ，开 创
了 驰 名 中 外 的 钧 瓷 窑 变 的 先 河 ，其
工艺技法与宋代钧窑俨然是一脉相
承 ，故 纳 入 了 钧 瓷 体 系 ，称 其 为“ 钧
瓷启蒙期”。

艺术特征：唐代鲁山花瓷器皿造
型 古 朴 ，彩 斑 与 地 釉 的 对 比 十 分 强
烈，显得格外醒目。花釉瓷的胎质较
粗，胎色有黄色等。釉层较厚，深色
釉之上彩斑的随意加上窑变，使得花
釉瓷具有一定的抽象美。花釉流淌
的动感，厚重中兼有活泼，肆意挥洒，
气韵天成，体现了唐代社会普遍崇尚
的个性张扬、多彩浪漫的气息。鲁山
花瓷从“衣釉”分大致有四种：黑釉、
褐釉、黄釉和茶叶末釉。从彩斑分则
有蓝斑、月白斑、乳白斑等。多以深
色地釉衬托浅色彩斑，或斑驳陆离，
或流动飘逸，给人一种神秘莫测而又
自然天成的美感。

在唐代生产陶器和瓷器的窑口
有很多，但较为著名的有南方越窑和
北方邢窑，主要以生产青瓷和白瓷为
主。鲁山所产的黑地釉、乳白蓝斑一
器三色的花釉瓷器改变了当时只有
青、白单色釉瓷器的局面，出现了一
种新的多色釉瓷种，在“南青北白”瓷
器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公私藏家的
宠儿。该瓷种为以后成熟期的钧瓷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花釉到雏形钧
瓷到成熟钧瓷，它形成了钧瓷从萌芽
期到成熟期一条完整的程序链。

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上，鲁山花瓷
以色彩绚丽、富于变化而闻名，具有重
要的历史地位和极高的艺术成就，颇具
收藏和研究价值。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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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兵洞入口

古井

▶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花瓷羯鼓被定为
国宝级文物。

段店窑烧的花瓷
羯鼓，在唐代的礼乐祭
祀中是必不可少的，而
且是一等的。20 世纪
7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
三次派人来鲁山段店，
终于采集到了羯鼓残
片，和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唐代鲁山花瓷羯鼓
的胎、釉、装饰都是一
致的，从而印证了现北
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羯鼓即鲁山段店所产，
同时也证实了鲁山段
店在唐代是一个重要
的产瓷区。

鲁山花瓷皮囊壶

鲁山花瓷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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