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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之路：千年汝窑的前世今生

1957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指
示，“要恢复祖国历史名窑生产，
首先要恢复汝窑生产和龙泉窑”。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
一个共和国的总理，日理万机，为
什么会专门对汝窑作出批示呢？

汝瓷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
位举足轻重，是历代古董收藏家
梦寐以求的珍罕之器，有“青瓷
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上世纪50年代，一些外宾
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些喜欢中国
瓷器的，找到外交部当时的外事
人员，向他们要“雪拉同”。外事
人员不懂，就回答说没有。对有
些不是很熟悉的外宾说没有，也
就算了。但后来，有位苏联专家
也要“雪拉同”，大家就重视了，不
能回答说没有。苏联专家拿着
茶杯说就是这类东西。外事人
员说瓷器嘛，我们有著名的景德
镇、唐山的瓷器。拿最好的给他
们看，他们却摇头说不是。后
来，外事人员到故宫陶瓷博物院
问陈万里。陈万里是中国青瓷
专家，他喜欢中国陶瓷，《中国青
瓷史》就是他写的。那些外事人
员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陈万里。
那时候陈万里已经70多岁，当他
知道苏联专家一定要“雪拉同”，
就笑了起来，“雪拉同”就是我们
青瓷嘛！在中国的宋朝，青瓷出
口到东南亚，后来到法国。法国
人对青瓷非常喜欢，认为是世界
上的珍品。当时法国很流行一
个小说，里面男主人公是个牧
童，名字叫“雪拉同”，他的衣服颜
色像青瓷一样，淡青色，一年到
头穿这种衣服。他就像中国的
西施一样有名，大家说就叫“雪
拉同”吧，这样就叫开了。后来，
欧洲这些国家都叫“雪拉同”，美
国也叫“雪拉同”，青瓷就是“雪拉
同”。

这件事周总理知道了，他决
定让当时的轻工部赶快恢复青
瓷。他说，中国五大名窑都要恢
复，外国人来访问中国就要看这
些东西。

半个多世纪以来，汝州的工
匠们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筚路
蓝缕，玉汝于成，为恢复汝瓷，凝
心聚力，克难攻坚，终于叩开了
汝窑那神圣的殿堂，向共和国总
理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今天，在汝窑的故乡——河
南汝州，跨越千年的隔空喊话，
让我们又重新回眸，把目光锁定
在让世界为之叹服的——中国
汝瓷。

青瓷之美，美在灵动。
汝窑是古人遗留人世最美丽的瑰宝，它是自

然的灵动，复古的美学，是后世仰慕追寻的典范。
大自然是最神秘的设计师，她用最为普遍存

在的铁元素，给了汝窑美丽而不妖娆的样貌，或作
碗，或为瓶，素雅而沉静，莹润而淡泊，一袭清雅，
有天地之大美，又带着诗的优雅、词的韵味，温润
纯朴，若平湖之水，宁静而致远。宋人对现实生活
的专注和讴歌，技术的精进和气质的娴雅，成就了
汝窑，也开创了汝州制瓷业前所未有的繁盛。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
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汝州辖郏县、龙兴县
（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
等地。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窑址很多，形成“汝
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并
形成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
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
汝镇的坡池一带；南区从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
沿东南方向延伸到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
直到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
盛时窑区达到了300多处。这些佐证足以证实，在
宋代，汝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面朝黄土背朝天，厚重的农耕文化，为汝州提
供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泉。物产丰富的汝州，文
化积淀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的
仰韶文化时期，汝州制陶业已经成熟，距今4500年
的龙山文化遗址煤山、大张、中山寨等都有陶器生
产。娴熟的制陶技术为唐宋陶瓷业的兴盛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汝州具备生产汝瓷的条件，汝州所辖区域蕴
藏着丰富的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和黏土，是做
坯品的原料。汝州素有百里煤海之称，储量丰富
的煤和满山的树林、灌木丛，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徽宗崇
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崇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
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
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
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

汝州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窑瓷器，使北方
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在制瓷工艺上开创了
香灰色胎，超越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
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
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汝瓷主要依靠釉中所含
少量铁，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使汝瓷
釉面开裂纹片这种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
（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
了有意识的装饰。这些釉面温润色泽典雅的瓷
器，那淡淡的天青色，是一种清淡含蓄、最适合道
家的审美情趣。

与当时其他窑口相比，汝瓷呈现一种淡淡的
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
基本色调。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
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
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都
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
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
衡》清说郛本，曾有“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

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
被毁，技艺失传。

综观历代文献关于汝窑的记载，仿佛在诉说
一个悠远缥缈的神话。它的釉中，气泡闪烁亮如
攒珠；它的胎中，玛瑙点缀灿如金星；它温润的釉
色，如同万花筒，在不同的光照下幻化出不同奇
妙的光晕。在南宋时，汝瓷已成稀世之宝。它仿
佛一颗耀眼的流星，经历了瞬息辉煌而遽然湮
灭。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烧造的
又一座高峰，曾创制多种精美盖世的瓷器，也曾
大规模仿制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瓷，但唯独仿
制汝瓷失败，以至乾隆无奈地写道：“赵宋青窑建
汝州，传闻玛瑙末为油。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
出蓝宝色浮。”

目前，传世的汝瓷全世界仅存不到百件，成为
稀世珍宝，历代帝王视之为吉祥之物，汝瓷也成为
官宦人家的富贵象征。历朝历代的昌平盛世时，
都有人仿烧汝瓷，乾隆皇帝还专门让景德镇仿烧
汝瓷。然而，由于汝瓷的配釉独特，工艺失传，仿
烧无一成功。所以，清代诗人孙灏便发出了“人巧
久绝天难留，窑空烟冷其奈何”的哀叹。

瓷器滥觞于东汉时期，历经魏晋、隋唐，到了
宋代达到鼎盛。宋代的青瓷达到了中国陶瓷史上
的最高峰,所谓“炉火纯青”指的就是青瓷。

靖康之变后，汝窑在战火中毁灭了。然而，汝
窑瓷器美丽而又高雅的釉色和精良的制作工艺令
历代仿烧不止。

1953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发掘祖国文
化遗产”的指示，又在1957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
国轻工业厅长会议上指出“要恢复祖国历史名窑
生产，首先要恢复汝窑生产和龙泉窑”。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轻工部作出了《关于
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周总理的批示很快下达到
了当时的洛阳地委，洛阳地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当时隶属洛阳地委的临汝
县（现汝州市），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汝窑生产。

然而汝窑已经衰落了将近千年，凋敝之极，懂
得烧制诀窍的窑工寥寥无几。

由民营民生汝瓷厂改制的地方国营临汝县汝
瓷厂，主要产品为粗瓷民用碗、盆，也兼烧瓷缸、耐
火砖等。1953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发掘祖国文
化遗产”，在首都北京筹建十大建筑时，人民大会堂
的宏大建筑装饰要求各省将代表地方特色的作品
选送北京，陈列在各省展馆，河南省的三瓷（汝瓷、
钧瓷、唐三彩）成了必不可少的展品。河南省以一
项必须按时完成的政治任务下达给各县市，临汝县
汝瓷厂接受了该项任务。为了尽快完成人民大会
堂陈列汝瓷的任务，省轻工业厅专门抽调河南省艺
术学院教授粱冰潜、工艺美术公司工艺师李绍翰为
主共同设计汝瓷花盆与花架的造型和图案，并从汝
州抽调绘画技术人员，组成了由郭遂负责泥、釉料
配制，河南省轻工厅陶瓷顾问周凤祥为技术指导，
孟祥泰、裴庭甫、杨桂荣、苏天炎为雕刻工，张留、胡
西昆等为烧成工的临时突击机构。

技术人员用最原始的方法加工原料，一勺一瓢
地配釉，在做好的胎体上刻制图案花纹，并在烧制
缸、碗的直烟窑中代烧，因在粗瓷釉内加上了着色
剂，所烧产品不具有古汝瓷的特色。虽然汝瓷釉料
的研究和烧成工艺尚处于蒙昧阶段，所烧产品并不
十分完美，但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郭遂
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1959年的全国工艺
美术技术人员、艺人代表大会上受到国家领导人周
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71年，由河南省洛阳地区组织，临汝县汝瓷
厂派张全、马永杰携带汝瓷产品247件首次参加广
州春季交易会，所带产品被日本、新加坡、中国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抢购一空。汝瓷自此走出
了国门，名扬海内外。同年临汝县汝瓷厂阎金定、
郭留江再次参加广交会。1972年临汝县汝瓷厂郭
连成等又一次参加广交会，所带汝瓷产品引起了
日本、新加坡、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17个国家
和地区的关注。1973年，在广交会参展的4箱160
件汝瓷产品被外商包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西班牙、美国、中国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在交易
会上与广州外贸签订了供货合同。汝瓷厂第一次接
受了由国家外贸下达的订单，开始批量生产出口。

由于汝瓷厂生产设备简陋、技术力量不足，面
对大量的外贸订单往往不易按期完成，最典型的
是日本客商的一笔500件汝瓷凤头龙柄壶订单将
要到期，在烧成装箱后，按照正常的交货运输办法
已经无法按期交货，为了保证信誉，国家外贸局不
惜重金用飞机运送到日本。为了扩大汝瓷的生产
规模。1973年由国家轻工部拨款41万元，后来又
追加了90万元，在临汝县城西北赵庄村对面临登
公路西侧征地100 亩，筹建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
厂，并从原临汝县汝瓷厂抽调70余名干部工人，开
始进行汝瓷专业研究与生产。

1975年，面对汝瓷快速发展但人才奇缺的现
实，在县工业局的支持下，厂领导顶住压力，在各车
间选派人员50名，赴浙江龙泉取经学习。此次外出
学习，为汝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回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了厂长、副
厂长、车间主任、实验室技术人员等工作，不仅为企
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培养了大批技术工
人。现在汝州几十家汝瓷企业的创办人，大都是从
原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下岗的技术工人，其中一
部分已经成为国家级、省级大师。

20世纪80年代，汝瓷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为
了使技术骨干能充分发挥作用，临汝县工艺美术
汝瓷厂成立了以技术厂长牵头，技术科长主抓的
汝瓷造型设计室、汝瓷试验室、汝瓷原料化验室。
对汝瓷的新产品开发、汝瓷釉色研究、原材料质量
的控制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
度，同时积极学习龙泉等地区原料配制、烧成、成
型等工艺技术，引进并建成了65米长的隧道窑，增
添了球磨机、滤泥机、滚压成型机等设备，对当时
的汝瓷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4年汝瓷天蓝釉试验项目获河南省科技进步
奖。1986年，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生产的双龙瓶、
内花碗、鸡心碗、玉壶春等9种产品在第三届中国工
艺美术“百花奖”评审会上一举夺魁，获得“金杯
奖”。同年，汝瓷17号豆绿釉在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
厂研制成功，该项目获1986年河南省科技进步奖。

1988年汝官窑天青釉、月白釉陆续实验成功，
获得国家和省级表彰，引起整个古陶瓷界震动，成
为汝官窑全面恢复的重要转折点。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陶瓷专家学者和汝
瓷爱好者亦纷纷到汝州参观汝瓷并题词题诗，对
汝瓷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会长冯
先铭，陶瓷专家、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副会长、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陶瓷专家、故宫博物
院研究员耿宝昌，陶瓷专家汪庆正等多次赴汝州
参观、考察和指导工作。

汝瓷的恢复试制和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赞
誉，在国内外的展评会上屡屡获得大奖。同时为

汝瓷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也屡获崇高荣誉，汝瓷
精品亦被国内外收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民营企业成为汝
瓷市场的主力军。为加强汝瓷行业自律，引导行
业健康发展，推进汝瓷产业化建设，2004年6月25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地域产品保护办公室
召集，在北京召开了汝瓷原产地地域产品保护专
家审查会。经过评审，专家一致通过对“汝瓷”进
行原产地地域产品保护的专家审查。2005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公告(2005 年第 104 号)通过了对汝瓷扩大原产地
地域产品保护范围申请的审查。在汝瓷原产地域
范围内的生产者，如使用汝瓷“原产地地域产品专
用标志”，须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设立的申报机
构申请并经初审合格，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公告
后方可使用。

2010年9月23日，首届中国（国际）汝瓷文化节
隆重开幕；9月24日，首届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
大赛举行。中国邮政发行汝窑瓷器传世珍品一套
十四枚邮票；9月25日，中国历史名瓷传承与发展
高峰论坛暨中国汝瓷烧制技艺国际研讨会召开。

2016年，举办汝瓷文化周系列活动，改革开放
的春风促进了汝瓷文化的发展，知名人士不断到汝
瓷原产地寻宝旅游，为汝瓷原产地带来空前繁荣。

汝瓷的研制，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60年
来，为了共和国总理的嘱托，一代瓷人为汝瓷呕心
沥血，前赴后继。这中间，汝州市委、市政府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与此同时，每行一步，从中
央到地方，国内顶尖的陶瓷专家都给汝瓷的研制
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古瓷专家耿宝昌和刘伯昆，从汝瓷研制开始，
就和汝州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2014年，92岁高龄
的耿宝昌还亲临汝州，指导汝瓷研究发展。上海
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是闻名海内外的文博专家，
他对汝瓷指导不遗余力，直到去世前，还在一直关
注着张公巷的挖掘和研究。轻工部陶瓷专家李国
桢，从汝瓷研制开始，常驻严和店，毕生的精力都
用在了汝瓷的发展上。在汝瓷的发展史上，我们
能记下一大串的名字，他们都是汝州汝瓷恢复的
幕后功臣。

近年来，汝州市充分挖掘汝窑的发展潜力，采
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2000年4月，张公巷一户居民盖房时，挖出了
很多瓷片。被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大国工匠朱文立
赶到现场，捡到数十片典型的窑具，之后在张公巷
路东的另一户居民院内打探孔，结果一个孔内出
土了60多件素烧胎片，制作精细。

2004年初，河南省考古所对张公巷进行第三
次挖掘。

2004 年 5 月 20 日，“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
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50 多位古陶瓷
界、考古界权威，对张公巷新发掘的窑址和出土的
实物标本进行了论证。大多数专家认定，张公巷
出土的瓷器在釉色、烧制技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就
是人们寻找千年的“北宋官窑”。

2006年，汝州张公巷窑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6月，汝瓷烧制技艺成功获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9月，汝州市
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汝瓷文化节。2011
年，汝州市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华名窑·
瓷魁之乡”；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是那么惊人的巧合，在汝州城区是寻觅
千年的官窑遗址，而在城区数公里外的原汝瓷一
厂，也是在北宋汝窑严和店遗址上，守着这块宝地
的汝州迎来了它的第三次辉煌。2014年3月，汝
州市将汝瓷列入“十五”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产业，
为了加强对张公巷窑址的保护和利用，依据汝州
城市总体规划，计划在张公巷窑址上建设一个集
爱国主义教育、展览、旅游、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公
益性遗址博物馆。

与此同时，2015年汝州市委、市政府开始规
划建设中国汝瓷小镇，地址选在蟒川镇产业集聚
区南部严和店窑址附近。

按照规划，汝州市围绕全域旅游和“精品化、
艺术化、品牌化、高端化”的发展理念，坚持“文
化+科技+产业+旅游+休闲”的发展思路，坚持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和全域旅游的理念，发挥汝瓷文
化名牌优势，吸引全国五大名窑企业和返乡创业
人员入驻，规划建设了中国汝瓷小镇。

中国汝瓷小镇距宁洛高速出口仅3.5公里，通
向园区的道路为双向十车道，具有明显的区位优
势；小镇紧靠九峰山和蒋姑山两个旅游景区，项目
总规划面积近12平方公里，总投资30亿元，与中
科院、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全面合作，由上海合城
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为园区设计详细性规划，
并由河南三建和中国六冶采用“PPP”模式投资建
设。项目一期工程投资约 10 亿元，2015 年 10 月
开工建设。其中，河南省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游客接待中心主体已完工；中小企业生产
区，将成为承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平台，目
前，已经有65家汝瓷企业入驻。创客源区、中国
汝瓷博物馆等项目已基本建成。

如今，中国汝瓷小镇是国家农业产业融合示
范园区和省级田园综合体。

2016年12月21日，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中
国质检报刊社举办的2016“质量之光”年度质量
盛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北京厅举行。汝州市
汝瓷成功入选2016“质量之光”年度魅力品牌。

2017 年，中国汝瓷小镇被评为“全国特色小
镇”。

2017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北
宋汝窑天青釉洗”以2.943亿港元天价成交，刷新
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这是继2012年香港苏富比经过34口叫价，以
2.0786亿港元成交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之
后，再一次刷新汝窑瓷器在高端拍卖市场会的极
致表演。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宋代文化占有极其重
要的历史地位，汝瓷文化又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工艺精湛，造型秀美，釉面蕴
润，高雅素净的丰韵而独具风采，在中国青瓷发展
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今天，为更好地弘扬汝瓷文化，发展壮大汝瓷
产业，汝州全市人民正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起
点、规模化、可持续为原则，规划建设中国汝瓷小
镇，打造成集汝瓷生产、销售、科研、培训、展览、旅
游功能于一体的国际性汝瓷文化圣地。一个令人
神往的故事，正在汝州这片沃土悄然发生。

目前，汝州市拥有玉松汝瓷、朱氏汝瓷、宣和
坊汝瓷、廷怀汝瓷、弦宝汝瓷等汝瓷开发企业、汝
瓷研究所120多家，年产汝瓷200余万件，年产值
2亿元以上，汝瓷的品牌建设正上演着另一种“雨
过天青云破处”的魅力。

汝瓷在出炉一瞬间，因为温度变化，釉面崩裂
开片的声音，如无数悬挂的玉铃，因风吹过而回环
相击，声如天籁，令人屏息。

每每，当一窑汝瓷的火光熄灭，1300℃的炽热
逐渐褪去，汝瓷釉面随之细微开裂，如春雪融化、
冰河初开。这声音曾经在汝州的夜里绵延不绝，
随之沉寂于历史的长河。千年窑火造就了瑰丽绚
烂的千年瓷韵，今天，新时代的工匠们怀着同祖先
一样的忐忑心情，夜夜侧耳倾听……

郭杰 赵彦锋/文 黄耀辉 陈克彦/图

【中篇】复兴之路

【上篇】瓷韵千年

【下篇】再造辉煌

中国汝瓷小镇是省级田园综合体

建设中的中国汝瓷博物馆

中国汝瓷小镇

国家级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