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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采访前，记者一行以为能看到考
古发掘现场，不料现场只看到一片麦地。
戴光武解释说，文物保护尤其是遗址类的
保护，原则上是就地保护，一般不主张考古
发掘。

说起保护，东沟窑遗址因为各种原因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的只是局部。大
峪镇大峪村东沟村村民杨金山是东沟瓷窑
遗址的文物保护员，采访当天，他有事外
出。11月 26日下午5时许，记者电话联系

到杨金山时，他和老伴刚查看完遗址回到
家。

“只要我在家，一天查看四次，一次不
漏，咱就负着这责，肯定要尽心。”杨金山
说，之前他家就住在遗址旁边，院墙东侧是
他和几户村民的麦地，也就是东沟窑遗
址。“2011年左右，旧房子成了危房，我们搬
迁到大峪村住，离遗址也不远，平时骑着电
动三轮车过去，要不了几分钟。”

杨金山今年62岁，父亲、祖父都是文

物保护员。“一墙之隔，离得近，地里有啥
动静，立马就知道，一吆喝，偷挖的人就不
敢挖了。”杨金山说，他30多岁从父亲手中
接手这份“工作”，已经干了20多年。老伴
说，他们家是“祖传”文物保护员，“要尽自
己的义务看好（文物）”。

闫红亮说，除了文物保护员，他们接下
来还要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形成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的安全防护体系，确保田野
文物的安全。

人防物防技防 文物保护任重道远

东沟窑瓷器：

遁地数百年 现世犹闪耀

郑渝高铁河南段即将通车，平顶山西站
站房大厅内4根天青色的圆形大立柱引人注
目，立柱高约5米，柱体有3人环抱那么粗，立
柱外层是带有开片的汝瓷。

汝瓷是宋代汝窑烧制的青瓷统称，有天
青、豆青、粉青诸品，其中的天青色有“雨过天
青云破处”之誉。周杰伦的《青花瓷》一歌中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中的“天青色”说
的就是汝瓷。

今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汝州市东沟窑遗址榜上
有名，这里出土了青釉瓷和钧釉瓷等。

11月22日，记者和汝州市文物局文物科
科长闫红亮、资源科副科长戴光武一起来到东
沟窑遗址探秘。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彭程/图

11月22日，记者一行从汝州市东沿325
省道向东北方向行驶约半小时，在大峪镇东
约半公里处改走乡道，在一条水泥路上走了
三四分钟，闫红亮将车停在一农户门前的空
地上，“已经到了，就是这儿。”下车后，闫红
亮抬手向东一指。放眼望去，远处是苍茫青
山，山下有深沟，沟旁三两户人家，房屋旁就
是麦田，地头上竖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的标志。

“东沟窑遗址发现于上世纪 50 年代，
1983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
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闫红亮说，发掘地方是农
田，发掘之后随即进行了恢复，继续作为耕
地使用。“现在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全石材的标志做好后马上就会换上。”

遗址西侧三四十米的地方，是大峪镇大
峪村东沟村村民杨群祥的家，他今年74岁，
一直住在这里。“原先遍地都是瓷片，谁都不
稀罕。现在这里很出名，经常有人过来看。”
杨群祥说，现在划为遗址保护区的地方原来
是一个大斜坡，坡下一条羊肠小道通到他家
门口，门前深沟前些年常年有流水。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村上响应国家号召，将斜坡改
为梯田，改造过程中挖出不少碎瓷片。“没见
过囫囵的，大的瓷片有半个碗大，因为影响
种地，都推到沟里了。”

走进麦田，记者一行捡到七八块瓷片，
最大一片好像是碗的边缘，长约5厘米、宽
约4厘米，边缘薄，下方稍厚，内部光滑，豆
青釉色，外部粗糙无釉。在梯田一二层平台
断面，大量的匣钵碎片垒在一起。

“这都是之前农民犁地、建梯田时候挖
出的匣钵碎片，当时就地取材，用来固定梯
田断面。”戴光武说，原先附近还有很多碎瓷
片，现在已经很少了。

从“谁都不稀罕”
到“国保单位”

大红寨山古称梁山，位于汝州市区东
北35公里处的大峪镇和禹州市、登封市三
县交界处，属嵩箕系山脉，主峰大红寨海拔
1150米，是汝州第二高山。东沟窑遗址就
在大红寨山西侧，不知名深沟从大红寨山
上自东向西绵延而下，沟内之前有水流经，
沟旁有大片土地。

“建窑选址要背风，有土、有水、有柴
（煤），这就具备了基本条件。”闫红亮说，
2005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窑址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面积400平方
米，清理出窑炉1座，水井1眼，灰坑4个。

“发掘的时候我来过现场，你看到的麦

地里的凹陷位置就是。”戴光武比画着说，
根据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发掘简报，这是
文化层堆积比较丰富的区域之一，出土了
青釉瓷、钧釉瓷、白釉瓷、白底黑花瓷、素烧
器等多种碎片；匣钵、试烧片、垫饼、垫圈支
烧等窑具；碗、盘、瓶、盏、盏托、盆、盒、洗、
注壶、枕等器物。

东沟窑遗址东西长约320米，南北宽
约260米，面积约83200平方米，文化层厚
度约2米，遗物堆积丰富。根据调查和发
掘情况看，该窑始烧于北宋初期，在北宋
中、晚期达到了鼎盛，金元代继续烧造，元
代后绝烧。出土的文物以青瓷为主，瓷片

胎质多为香灰色或灰白色，胎质细腻、坚
密，吸水率较低；釉色以天蓝、葱绿居多，也
有少量的天青、粉青、茶叶末、月白；器型造
型众多、古朴大方，制作工艺极为精细；器
表施釉均匀、细腻莹润，具有开细小冰裂纹
等特点。东沟窑遗址还出土了1枚“建炎通
宝”钱币，为北宋晚期及金代的青瓷和钧瓷
断代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发掘出来的文物现存于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在汝州汝瓷博物馆内，只存有一些
瓷片和类似的完整瓷器。”闫红亮说，东沟
窑遗址的发掘以及遗物的出土，为汝瓷以
及之后兴起的钧瓷研究都有极大的意义。

依山傍水烧瓷器 数百年后再现世

据史料记载，北宋年间，北方烧造青瓷
中心就在汝州，当时汝州辖郏县、龙兴县
（今宝丰县）、鲁山县、伊阳县（今汝阳县）、
叶县、襄县（今襄城县）等地，其周边烧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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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有“东沟到黄窑，72座汝瓷窑”一
说，东沟窑遗址在汝河以北的窑群内，以规
模大、烧造时间长，器物精美，颜色器型多
而闻名。

天蓝、天青、葱绿，碗、盘、盂、垫饼，在
汝州汝瓷博物馆汝窑址瓷片标本和研究成
果展展厅内，来自东沟窑遗址的瓷片和烧
造工具陈列在展示柜内。灯光的照射下，
瓷片虽经数百年，现世后犹自闪耀。

“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我和同事一
起到市内各地征集文物。我们背着大帆布
包，先到村里走访，征集完好器型，再根据
村民的指认去捡瓷片。”汝瓷博物馆党支部
书记陈宏焱说，陈列瓷片多是他们那时候
捡回来的。“道路不畅，大多数地方要走着
去，征集来捡来的东西都要背着。经常在

这里装满一包，到下个地方一看，与之前捡
的不同或者比之前捡的好，就倒掉一部分，
再装新的，要不然就装不下了。”

陈宏焱说，通过文物普查，当时确定窑
址45处。整体来看，东沟窑遗址的瓷片比
较精美，釉色比较匀净，制作相对来说比较
规整。有一部分瓷片还带有紫斑，这些瓷
片是后期烧制的，比较多见。

在博物馆内另一处展厅，陈列着一些
完整器型，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件是东沟窑
出土的。“天蓝釉敛口钵、天蓝釉敞口盘、豆
青釉直口盘，这三件都与东沟窑遗址出土
的瓷片类似，但是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个窑
址的。”陈宏焱指着另外一边陈列的一个大
碗说，“东沟窑遗址出土较多类似的器物，
有冰裂纹等汝瓷的特征。”

截至目前，仅在汝州市就有50多处汝
窑遗址，张公巷窑、严和店窑、东沟窑遗址
已经进行或者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三处
遗址依次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与前两者相比，东沟窑遗址有什么特
点？

“1985年冬，禹州市博物馆要布展，我
去看看他们的文物跟咱的有啥区别。到了
那里，禹州市博物馆的老馆长说‘我们的钧
瓷和你们的汝瓷都一样’。”陈宏焱说，其实
汝瓷与钧瓷在官窑部分特征分明，御用汝
瓷天青色、支钉烧造、制作精美，钧官窑器
型厚重、釉色多窑变、底下加有数目字。但
是在民窑，尤其从东沟窑遗址出土的文物
来看，汝瓷和钧瓷有所融合，老一辈人说

“汝瓷钧瓷不分家”，说的也是民窑。《饮
流斋说瓷》提到“其曰钧州五色，天蓝、天
青、月白、茶末等即汝窑一类也”，指的也是
民窑钧、汝瓷。

东沟窑烧造工艺与宝丰清凉寺窑、张公
巷窑大致相近，具有一定的承袭关系；烧造
钧瓷的年代不早于金代，证明了“中国陶瓷
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提出的“钧窑继汝窑
而起”的观点基本正确。从近年来的发掘材
料可以看出，钧窑不仅仅仿汝窑的釉色、器
型和烧造工艺，同时也有所创新，并且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以鲜明的色彩被
后人所铭记。

承袭汝瓷工艺 开启钧瓷兴盛

东沟窑遗址的瓷片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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