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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左三）和中国古
陶瓷学会名誉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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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四）在故宫博物院参观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宝丰县人民
政府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
馆协办的“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传世汝窑瓷器展”。

盛世逢盛会。
在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之际，在人们

追寻近千年的北宋汝官窑窑口发现 30 周
年的特殊日子里，汝瓷的发源地、“中国汝
瓷之都”宝丰县，迎来了汝窑文化保护、
研究、传承和汝瓷产业发展的盛事：10 月
18日-22日，来自英国、德国、日本、韩国、
新加坡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内地的陶
瓷专家、学者 150 余人云集宝丰，参加宝
丰汝窑博物馆开馆暨中国古陶瓷学会
2017宝丰年会、纪念汝窑考古发现3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历史名窑作品展暨
纪录片《瓷源》开机仪式等系列活动。届
时，宝丰汝窑博物馆也将揭开神秘的面纱，
向世人展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的独特
魅力。

跨越千年的追寻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北宋徽宗皇帝对梦中雨后天空的色彩追
求，开创了世界瓷器史上一个鼎盛时代，也
成就了汝瓷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作为“瓷器之国”，我国的瓷器有着辉
煌历史。在长达 2000 余年的陶瓷文化史
上，汝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汝瓷初创于北宋中晚期，在宋徽宗时
期达到鼎盛，被钦定为宫廷御用瓷。当
时的烧造工艺达到了我国陶瓷史上的极
致，令人叹为观止。

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2017 秋拍会
上，一直径仅13厘米的北宋汝窑天青釉洗，
在经过多名竞标者长达20分钟的激烈竞投
后，最终以2.943亿港元天价成交，刷新了
世界拍卖纪录，创下了中国瓷器拍卖价格
的新高峰。

“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片”，这
一民间说法从侧面印证了汝瓷的珍贵。
在北宋五大名窑（汝、官、钧、哥、定）之中，
汝窑位列魁首，并有“青瓷之首，汝窑为
魁”的美誉。汝窑瓷器，内置玛瑙末为釉，
温润如玉，色如雨过天青，淡雅含蓄；釉中
少量气泡，在光线下，清新明亮，寥若晨星，
具有蝉翼纹、香灰胎、釉裹足、芝麻钉、面如
玉、晨星稀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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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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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北宋上
层社会的喜爱。”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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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作
出这样的解释。

汝官窑专为皇室烧制，烧制后选不上
的一律砸碎销毁，致使其成器甚少。金人
入侵中原后，宋王朝南迁，北宋灭亡。辉煌
一时的汝官窑仅存在了20余年，便在战火
中消亡。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亦不多，
工艺失传，汝官瓷遂成绝品。南宋时，汝官
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

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器物部主任吕
成龙介绍，当今世界上的博物馆很多，而藏
有北宋汝官窑瓷器的寥寥无几，传世品不
足百件。其中，最多的首推台北故宫博物
院，有21件；其次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9
件。另外，上海博物馆有8件，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宝丰县文物局收
藏有数十件，其余都在英、美、日等国的博
物馆及个人手中。

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如今传世
的汝瓷数量稀少，弥足珍贵，而汝官窑遗
址身处何方，更曾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大
悬案。

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出于对那一
抹天青色的魂牵梦绕，人们一直没有停止
对汝官窑窑口的寻找。

1931年，日本人大谷光瑞委派驻汉口的
布教使原田玄讷，到河南诸窑址实地调查。

1950年，我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调查汝
窑，先后到了临汝（今汝州市）、宝丰和鲁山
三县共9处窑址现场，并对清凉寺窑址的青
瓷产品给予较高评价。

1977年4月，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
叶喆民再次赴河南调查古瓷遗址。

1985年10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
瓷学会年会上，叶喆民先生撰文首次提出，

汝 窑 为 魁 青 瓷 典 范
——写在宝丰汝窑博物馆开馆暨中国古陶瓷学会2017宝丰年会和

纪念汝窑考古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

宝丰县清凉寺“未必不是寻找汝窑窑址的一条
重要线索”。

1986 年 10 月，宝丰县陶瓷厂的王留现带
着一件在清凉寺村一户村民家红薯窖里出土
的汝窑洗，参加了中国古陶瓷学会西安年
会。依据这一线索，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的陶瓷专家汪庆正当年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
窑址调查，并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
丰清凉寺瓷窑址就是“失踪”了近千年的北宋
汝官窑窑口。

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大师、宝丰县汝瓷研究
所所长马聚魁认为，清凉寺汝官窑之所以能够
烧制出雅冠天下的汝瓷，与当地蕴藏着得天独
厚的瓷土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凉寺
村方圆 15 公里内盛产高岭土、方解石、“老头
美”石、玛瑙石等 20 多种制瓷原料，能就地取
材，原料充足。北宋时期，村上的响浪河清澈
见底，绵延数十里，四季不断。天时、地利、人
和，最后造就了一代名窑——汝官窑。

从 1987 年 10 月至 2000 年 10 月，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 6 次发掘，
清理出窑炉 15 座以及上釉作坊、过滤池、澄
泥池、排水渠等烧造设施，并出土了大量汝
窑瓷器标本，传世品器型在这里均能找到，
有些器类为传世品所未见。更重要的是，考
古出土的一枚北宋徽宗时期“政和通宝”古
币，为汝窑的烧造时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0年10月18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
文物局、宝丰县政府联合举办了“汝官窑考古
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省文物局
代表国内文物考古界及古陶瓷专家郑重向世
人宣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就是北宋汝官
窑遗址！”

消息一出，举世震惊！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先后被评为“七

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5 年被列入
全国 100 处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2001 年 6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1 年 6 月，汝瓷烧制技艺被国务
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宝丰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郜
现营说：“北宋时汝州为州府，宝丰为其辖属。
清凉寺汝官窑的发现，使得历史悬案得以了
结，奠定了宝丰在汝窑发展史上无以比拟的特
殊地位。”

高瞻远瞩的呵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据统计，宝丰县有不可移动文物1699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11 处（86 个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28 处。国家级传统村落 6 处、省级传统村落
33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名村4个，馆藏
文物1732件。

“宝丰县是全省重要的文物资源大县，文
物资源在全省150多个县（市、区）中居第四位，
就文物密度而言，居全省第一位。”市文物局局
长许晓鹏说。

“以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
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必
须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
做到科学发展、持续发展、文明发展。”宝丰
县长许红兵说。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对于清凉寺汝
官窑遗址这一国宝，宝丰县主要领导倾注了大
量心血。2005年以来，宝丰县先后完成遗址保
护规划、方案的编制审批。2011年10月，该县启
动了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设。

为加快推进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保护展示
工程建设，该县成立了由县长任指挥长的清凉
寺汝官窑遗址公园建设指挥部，实行联席会议
制度，适时召开由各成员单位参加的联席办公
会议，由各成员单位汇报工作进度，及时研究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工作进度。

保护管理好地下文物和遗址环境风貌，加
强遗址的开发利用，是文物工作的重点。该县

成立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管理处，通过融资解
决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三馆建设资金问
题。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该
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投入遗址区域民居搬
迁补偿资金5000多万元，保证了清凉寺汝官窑
遗址展示馆的顺利建设。

今年1月16日，经过4年多的建设，宝丰县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示馆正式建成开馆，免费
对外开放。宝丰县文物局局长王团乐说，汝官
窑遗址展示馆具有保护、展示、旅游、教育等功
能，有利于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和
展示利用，展示了千年汝窑的迷人风采，将进一
步扩大汝官窑的社会影响力。

即将揭开神秘的面纱的汝窑博物馆，工
程总造价 7200 万元，属国家专题博物馆。博
物馆建筑为地下一层、地上二层的框架结构，
高 11.9 米，建筑面积 5970.74 平方米。该博物
馆的建设，是对汝瓷遗址文物保护和展示利
用的重要举措，在发挥其教育展示功能的同
时，还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效益。

目前，宝丰县正在积极筹建汝窑陶瓷科技
馆，该馆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投资约8000
万元，是集陶瓷研究、科技展示、群众体验、社
会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科技馆。

“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必然要求。在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保
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不急功近利，着眼长
远发展。”宝丰县委书记张庆一说，该县将遵
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加大文
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
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厚积薄发的绽放

三十年时光荏苒，清凉寺这个偏僻小村也
因汝官窑的发现而蜚声海内外。

为了让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这一珍贵的文
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宝丰县进行了许多积极
有益的探索。

10月14日，在位于清凉寺村的汝官窑遗
址展示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这
所由我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题写馆名
的展示馆总投资 6000 余万元，建筑面积 5160
平方米，占地面积 3 万多平方米，重点对第六
至第十四次考古发掘的主要遗迹进行了保
护和展示。此外，宝丰县还先后规划建设了
宝丰汝窑博物馆、汝窑科技馆、平顶山学院
陶瓷学院、汝窑文化创意产业园、宝丰清凉
寺汝瓷小镇、清华美院传统陶艺与创新研究
所、大宋宫廷汝瓷创业孵化平台和陶瓷文化
商业街等一大批文化项目，汝窑博物馆开馆
在即。

2015年11月17日，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河
南省考古研究院、宝丰县政府等协办的“故宫
博物院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
自英国、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内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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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宝丰县成立了汝窑瓷业保护和发
展局、宝丰县汝瓷行业协会。宝丰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县汝窑瓷业保护和发展局负责人
阿卫国介绍，当年，该县成功举办了河南省百
千万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汝瓷工艺技术与文化
产业发展论坛·宝丰系列活动；举办了“中国汝
窑文化杯”全国书法作品大赛和河南省“雨过

天青”杯汝瓷作品展。
2017年，该县成功举办了“汝窑传世品复仿大

赛”，启动了“一带一路·创新融合”中外艺术家对话
皇家御用第一窑活动。

宝丰县已与平顶山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联合举办陶瓷技师培训班。平顶山学院陶
瓷学院成为宝丰县陶瓷实训研发基地，并决定
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共建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
新校区。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也将成为继景德
镇陶瓷学院之后，第二个位于陶瓷产区的本科
陶瓷院校。

2017年8月，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专题拍摄
了《文化宝丰·汝瓷之都，寻找最美中原名片》电视
专题片，在全省18个地市同步播出。此外，宝丰县
还先后拍摄制作了《中国汝窑》电视专题片，开通
了“中国汝窑网”“宝丰汝窑”微信公众号平台，为
宣传、推介汝瓷不断发力。

鉴于宝丰县在汝瓷文化传承与发展上的不懈
努力和显著成效，2017年1月，宝丰县被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命名为“中国汝瓷之都”。这是继被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汝窑陶瓷艺术之乡”、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汝瓷文化之乡”之后，
宝丰县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县汝瓷文化和产业已
呈蓬勃发展之势。”许红兵说，宝丰县涌现出了马
聚魁、王君子、王国奇、王学锋、王占稳、李布托等
一批汝瓷工艺美术大师、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已
发展了宝丰大宋宫廷汝瓷、御赐兴宝汝瓷、君子汝
瓷等近百家汝瓷企业和研究机构，年产销汝瓷30
余万件。其中，马聚魁的多件汝瓷作品被中学美
术教材收录。

在产业定位方面，宝丰县按照建设“中国汝瓷
之都”的目标，着眼于重振宝丰汝瓷文化辉煌、大
力推进“一中心两基地”的产业发展定位，即努力
将宝丰打造成为国际汝瓷文化中心、中国陶瓷文
化旅游基地、河南省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示范基
地，并同步打响“雨过天青·皇家品位”的汝瓷品
牌形象。

在产业发展思路方面，宝丰县重点打造仿古
瓷精品化、日用瓷艺术化、包装瓷高值化、创意瓷
个性化，兼顾发展紫砂陶、建筑卫生陶瓷、精密陶
瓷等其他瓷种，同时促进汝瓷与旅游、互联网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按照

“保护优先、区域联动、产业协同、产城融合、有序
发展”的空间布局要求，分步推进“一带两心四区
的空间格局”。

“我们将力争通过 5-10 年的努力，把宝丰县
建设成为集汝窑遗址展示、汝瓷研发、文化交流、
产品贸易、旅游体验等于一体的‘中国汝瓷之
都’，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源源不断的文化动
力。”张庆一说。

钟灵毓秀宝丰地，千年古县展新姿。如今，让
世人魂牵梦绕的汝瓷迎来了传承发展、壮大繁荣
的良机。汝瓷，这件人间瑰宝，在宝丰这片古老而
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让汝瓷走向世界，让世界记住宝丰。

（本报记者 巫鹏）
本版图片由阿卫国、郜现营、王团乐、何五昌、

杨国栋提供

2014年4月24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
昌（左二）、吕成龙（左一）在宝丰县清凉寺汝窑
文化传播公司鉴赏御赐兴宝汝瓷公司和宝丰县
汝瓷研究所生产的汝瓷作品。

2012年9月23日，中国古陶瓷学会副
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孙新民（前排左二）在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
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今年4月24日，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前排右三）在宝丰清凉
寺宣和汝瓷公司考察指导宝丰汝瓷产业。

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示馆内景

2016年10月18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傅维杰（左四）在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宝丰汝瓷展
厅鉴赏大博瓷画和汝瓷作品。

2016年12月17日，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理事长周郑生（左三）在宝丰考察汝瓷产业
发展情况。

2015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大树（右二）在宝
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考察宝丰汝窑保护
利用情况。

平顶山火车站西站（原宝丰火车站）站前广场汝窑玉壶春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