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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梦回大唐。
大约1400年前的一天，阳光正好，微

风不燥。大唐长安城里，一位鼓手与音乐
家李龟年聊天。

“你最近练鼓没有？打折多少根鼓杖
了？”鼓手问。

“50根。”李龟年答。
“才50根，我都打折三柜了。”
这位用坏三柜子鼓杖的著名鼓手，正

是大唐皇帝唐玄宗。唐人擅击鼓，唐玄宗
尤爱。鼓类繁多，孰优孰劣？唐玄宗对同
为音乐发烧友的丞相宋璟说：“不是青州
石末，即是鲁山花瓷。”

金口玉言一出，鲁山花瓷定名。
这段故事，被记录在一本名为《羯鼓

录》的音乐典籍里。
1400年后，经专家鉴定，唐玄宗所说

的鲁山花瓷鼓，即出自河南鲁山段店窑。

时光回到当下。公元2020年5月30
日上午9点半，平顶山学院一片安静，夏
日阳光洒满校园。提前半个小时来到陶
瓷学院，梅国建教授已在等候。

“《羯鼓录》的作者叫南卓，唐朝人，曾
供职于宫廷。他任洛阳县令时，常与好友
白居易、刘禹锡一起游玩。南卓向二人聊
起当时的宫廷乐器以及唐玄宗对鲁山花
瓷细腰鼓的喜爱。白刘二人认为南卓的
谈话内容很有价值，便建议他记录下来。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就是根据这本《羯鼓
录》找到咱们鲁山的。”梅国建是平顶山学
院陶瓷学院院长，也是鲁山花瓷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一说起鲁山花瓷的前世今
生，他便侃侃而谈。

上世纪 70年代，故宫博物院的两位
专家李辉柄和李知宴，在故宫看到一个黑
釉蓝斑的花瓷细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
起7道弦纹，颇具特色。他们查询资料发
现，《羯鼓录》记载其名为“鲁山花瓷”，且
为大唐皇帝亲自命名，便来到河南鲁山访
查窑址。在鲁山梁洼镇段店村，两位专家
考察一圈无果，准备离开之时，恰好一位
村民拿出数片黑釉花瓷的残片，说是自己
盖房子挖地基时挖出来的。经过鉴定，残
片与故宫花瓷细腰鼓完全一致，从而确定
故宫所藏花瓷细腰鼓确系鲁山段店窑制
品。

“完整的唐代鲁山花瓷细腰鼓，全世
界只有这么一件，我去故宫看过好几次。”
梅国建说，藏于故宫的花瓷细腰鼓，长
58.9厘米，鼓面直径22.2厘米，釉面漆黑匀
净，点缀蓝白斑块，水墨浑融，沉静大气，
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件存世完整、经准确
鉴定为唐代的鲁山花瓷细腰鼓。

花瓷细腰鼓是宫廷乐器，可它的长度
近60厘米，又是瓷质，将其置于腰间演奏
是否过于沉重？对此，梅国建说：“叫腰鼓

不等于就挂到腰上，它得名是因为形状，
中间细，像蜂腰，演奏时是放在支架上
的。”唐玄宗演奏时的姿态，南卓亦有详细
生动的记录：“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
意为头部稳如山峰，一动不动，而手片刻
不停，右执鼓杖，左击鼓面，似山间骤雨，
倾盆而下。花鼓之声，时而清脆，时而浑
厚，可根据缠绕皮面绳子的松紧度来调
节。打仗时，演奏曲风激扬的《破阵乐》；
娱乐时，演奏柔美婉约的《春光好》。

让人颇为好奇的是，藏于故宫的这件
花瓷细腰鼓是何时进入故宫的？或者说，
是谁把它送到故宫的？

对此，梅国建说：“传说是段店一位农
民捐献的，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所
以应该是传世的藏品。”

鲁山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王自刚
说：“说不清楚，可能是捐献的，也可能是
征集的，也可能是皇宫里一代一代传下来
的。”

平顶山博物馆馆员巩镭认为：“很可
能是新中国成立后接管故宫时，它就在那
里了，故宫肯定也有资料，但要么浩如烟
海难以查寻，要么相关资料已经遗失。”

斗转星移，历史变迁。说不清这件花
瓷细腰鼓的确切来历，也无法考证唐玄宗
是否曾用它演奏，但它却揭开了鲁山段店
窑的神秘面纱，让一度湮没于历史长河的
段店窑再次走到世人面前。

黑釉蓝斑细腰鼓：
静藏故宫的传世孤品

黑釉蓝斑花瓷细腰鼓（复制品）

5月28日中午12点，鲁山县城北的
梁洼镇段店村，骄阳似火。在村子里穿
行，路边、墙上、田里，不用翻找，不用挖
掘，目光所及，随处可见瓷器残片。

出村向北200米的路上，同行的王
自刚指着村子说：“东西 700 米、南北
1000米，整个村庄都是窑址，从唐代开
始到宋元，一直都烧，窑多得数不清。
尤其唐宋，是制瓷鼎盛期。”

路南，一座大门敞开的院子里，70
多岁的曹婆婆坐在门口的树下乘凉，院
子一角，一群毛茸茸的鸡崽儿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挨着鸡圈的，是一大堆瓷器
残片，白的、黑的、青的，碗底、罐沿、瓶
口，无一完整。“我们村家家户户的院子
里瓷片成堆，都是在路边、地里捡的。”

据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
介绍，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不断有
国内省内专家来段店窑址调查。段店
窑始烧于唐初，延续至五代、宋、金，大
约停烧于元末，经历数百年，共烧制花
釉瓷、黑釉瓷、青釉瓷、白釉瓷、白地黑
花瓷、珍珠地刻花瓷、黄釉瓷、酱釉瓷、
天目瓷、钧瓷十大系列、数百个品种，是
我省古代烧制瓷器最长的窑口之一，也
是我国最早的高温窑变釉瓷窑。它的
出现，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单色瓷
格局，后来其他瓷窑也都仿效其装饰手
法烧制。

曾经如此繁盛，那么段店瓷窑遗址
发掘过哪些重要文物？“完整的很少，几
乎都是残片，它的价值并不是在于发掘
了多少文物，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科学价
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娄金山介

绍，1990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
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窑炉、澄泥池等
重要遗迹，出土有唐代花瓷、宋汝瓷、宋
三彩、元代钧瓷等。2006年，鲁山段店
窑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三年前，中国古陶瓷学会2017年年
会暨鲁山窑学术研讨会在平顶山召开，
专家研讨后得出一个重要论断——鲁
山段店窑唐代花瓷烧制时间长，制瓷水
平高，在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等均
有收藏，是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产
物，应为唐朝贡瓷。

一个疑问是，唐朝选窑址，为何选
在鲁山段店？“跟当地的资源丰富有
关。”娄金山说，段店属于山区，满足了
烧窑需要柴的条件；村旁即是大浪河，
满足了烧窑需要水的条件，同时满足了
水运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丰
富，便于就地取材。

鲁山段店窑：
唐宋时期绽放惊世之美

花口三足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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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釉执壶（鲁山段店窑 唐代）

在平顶山博物馆二楼唐宋展厅，有
一个其貌不扬的“大碗”，稍不注意就会
略过。“大碗”通体酱黑，底部为三只兽
形蹄足，内壁有多处蓝色斑块，呈放射
状，整体风格稍显硬朗。唯一散发温柔
气息的，就是呈八瓣荷叶状的口沿了，
宛如少女的裙裾，给庄重的器物增添一
丝柔美。

这件低调内敛的器物叫花口三足
洗，是唐代一种文房用品，用来涮洗毛
笔，出土于湛河区河滨街道苗侯村一座
唐墓。“同时出土的墓志铭现藏于平顶
山博物馆库房，它完整讲述了墓主人的
故事。”娄金山说，墓主人刘某于唐天
宝四年（公元745年）被任命为朔方（今
陕西横山县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县
令，赴任途中患病死于长安客舍。天宝
十三年（公元754年），其子将父亲刘某
与母亲薛氏合葬于此。

透过玻璃展柜可以看到，花口三足

洗的部分沿口缺失，“这个缺口并不是
发掘过程中破损的，而是随葬时故意为
之，目的是破坏其完整性，降低使用价
值，防止盗墓。”娄金山说，但缺口并不
影响其作为孤品的价值。现在，它与故
宫博物院的花瓷细腰鼓一起，成为鲁山
花瓷的两件经典代表作，亦是国家一级
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时期是我国瓷
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除了烧制工艺瓷器
外，还烧制了大量的生活用瓷。平顶山
博物馆唐宋展厅展出了不少精美的瓷
枕，如黄釉腰圆瓷枕、白釉珍珠地“齐
寿”铭枕、珍珠地划花枕等，其中一个两
大一小三个狮子的瓷枕尤其可爱，像萌
萌的一家三口。

古人睡觉用这么硬的枕头不嫌硌
吗？对于这一问题，娄金山说，自己小
时候夏天睡觉枕过砖头、土坯，照样睡
得香，“说到底就是个习惯问题”。

花口三足洗：
洗尽铅华的鲁山花瓷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