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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选土、挑选研磨、计量配料、
去除杂质、过滤脱水……在位于段店
村内的段店李氏花瓷有限公司制作
车间内，李新春和几名工人正忙得不
可开交。

“花瓷制作工艺复杂，备料、制
坯、施釉等，少一道工序都不行。”李
新春说，虽然费事，但烧制出精美的
陶瓷作品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鲁山花瓷是唐代瓷器之上品，

也是典型的宫廷御用品。”中国唐史
学会会员、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平
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潘
民中说，中国陶瓷史上名瓷众多，但
经皇帝“金口玉言”提名的极少，所以
鲁山花瓷的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因
为热爱，潘民中先后撰写了《唐玄宗
与鲁山花瓷》《鲁山花瓷的前世与今
生》等文章。

近年来，在鲁山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
为鲁山花瓷发声，更有不少大师工
匠投身到鲁山花瓷的复兴中来，使
原本繁华落尽的“瓷海鲛珠”迎来柳
暗花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山花瓷烧制
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原大工匠”“河
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在鲁山县城
南环路的鲁山花瓷博物馆内，该馆负
责人袁留福所获的百余册荣誉证书，

见证着他在传承和研究鲁山花瓷路
上的辛勤付出。

与袁留福一样研究鲁山花瓷的
人，目前鲁山有很多，正是在他们不
懈努力下，鲁山花瓷重新绽放绚丽的
色彩。

2006年5月，段店瓷窑遗址入选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鲁山花瓷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2019年，鲁山县被
授予“中华名窑花瓷之乡”；2021年5
月，鲁山窑烧制技艺（鲁山花瓷烧制
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另据鲁山县文广旅局局长许辉
介绍，目前，鲁山窑烧制技艺（鲁山花
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已发展到
15人，其中省级1人（梅国建）、市级6
人（张伟、袁留福、张东晓、王群成、李
新春、常运旺）、县级8人。另有不少
花瓷产品在国内外获奖。

恢复烧制绽放新彩

窑变之祖 鲁山花瓷

唐朝南卓编著的音乐典籍《羯鼓录》中“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体现
了鲁山花瓷腰鼓的价值；出土于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鲁山窑
花釉腰鼓，是现存唯一一件完美的唐代花瓷羯鼓，再次印证了鲁山花瓷的历史地位。5
月12日，记者走进鲁山，探访鲁山花瓷背后的故事。

唐代南卓编著的音乐典籍
《羯鼓录》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
与宰相宋璟谈论乐器羯鼓时说：

“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
由此可见，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
期，鲁山花瓷就深受达官贵人的
喜爱。

据资料记载，鲁山窑始烧于
唐，历经宋金，延续至元，是一座
综合性窑厂，制瓷工艺颇高。尤
其是近代考古发掘，鲁山花瓷器
物多出土于洛阳、西安等地，佐证
了鲁山花瓷很可能是仅限于唐朝
两都一代使用的贡瓷。

鲁山窑的兴盛并非偶然。位
于鲁山县城北约12公里处的段店
村，是鲁山花瓷的发源地。走进
段店村，大大小小的陶瓷碎片随
处可见，一些村民家的土院墙上
也镶嵌着密密麻麻的陶瓷碎片。
该村紧邻大浪河畔，制瓷原料和
烧瓷燃料均可就地取材。“听老一
辈人讲，我们这里以前都是烧窑
做瓷器的，因为资源好，烧出的瓷
器品质也好。”在段店村，问起鲁
山花瓷，不少村民如是说。

千年名窑源远流长

“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
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
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通体
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蓝白色
釉斑相互衬托，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
融，装饰效果很强，堪称传世唐代瓷器
中的精品……”这是故宫博物院对珍
藏品鲁山窑花釉腰鼓的文字介绍。

鲁山窑花釉腰鼓身长58.9厘米，
鼓面直径22.2厘米，通体釉面漆黑匀
净，以片片蓝白色斑块为饰，美观大
方。2013年，鲁山窑花釉腰鼓被列入
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在此

之前，故宫将其称为花瓷腰鼓，国家文
物局的禁止出境文物名录里则称其为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

“无论是鲁山窑花釉腰鼓，还是鲁
山花瓷腰鼓，都是指这个器物。”段店李
氏花瓷有限公司负责人、鲁山窑烧制技
艺（鲁山花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李新春说。

据了解，鲁山花瓷中，拍鼓最有名，
目前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完整
的传世品，其他器型以罐、壶居多。

2017年 10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年
会暨鲁山窑学术研讨会在平顶山召

开，150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研讨
会，并先后赶往鲁山段店瓷窑遗址、平
顶山学院陶瓷学院、平顶山博物馆等
地感受古瓷文化。

“鲁山花瓷器型丰润、庄重，与当
时宫廷官家所用器具相似，而且釉层
肥厚，常见釉泪、釉痕、釉淌等凹凸现
象。”李新春说，鲁山窑作品能被皇家

“钦点”，要归功于其最早发现并培育
了高温窑变工艺。这种工艺烧制出的
花釉瓷器，黑地、乳白、蓝斑一器三色，
打破了唐代瓷器“南青北白”的单调格
局，终结了中国瓷器单色釉的历史。

一器三色独具魅力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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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窑烧制技艺（鲁山花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新春展示自己的作品

段店李氏花瓷有段店李氏花瓷有
限公司门前广场限公司门前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