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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星版4 州汝化文利慧郭：辑编

本版稿件摘自《汝州市文物志》，汝州市地方
史志办公室编。

清代木器、三级文物木顶子床的主人是清

末、民国时期汝州乡绅———胡克己。

胡克己（1863年～1942年），字复庵，出生于

汝州城南燕子河畔的胡庄村，为胡家第十一代

传人。他从小酷爱读书，废寝忘食。长大后更是

发愤图强，不断进取，考取功名，后得朝廷重用，

先后任山东东阿县知县和乐陵县知县。因为官

清明治理有方，广得民众拥戴，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后，升任黄河巡河道台。曾跟随皇帝做

过钦差大臣，民国初期任河南省政府参议员。因

为他在家排行老大，乡间百姓尊称为“胡大老”。

胡克己学识渊博，擅长书法，当时汝州城乡的士

绅多请他写中堂明志，民间多处存有他的笔墨。

胡克己之子胡锡光（又名胡炘光），1917年

出生，就读于省立开封嵩阳高中，毕业后曾任余

堂村小学校长、胡庄小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身怀报国志，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政

府中央航空大学，因其在校成绩优异，被国民政

府选派至美国培训，两年后回国任飞行大队长，

在对日作战中屡立战功，后任台湾高雄空降兵

“司令”，少将军衔。

胡克己之女胡锡端（1918年～1992年），字

正甫，1918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出生，在胡家同

辈女子中排行第四，人称胡四小姐，自幼得到其

父胡克己的言传身教，酷爱读书，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刺绣、女工远近闻名，骑马、射击更是

巾帼不让须眉，被其父视为掌上明珠。15岁考入

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7岁从父母命嫁入梁家，从

此相夫教子。抗日战争爆发时，皮定均司令在大

峪老区组织民兵办夜校时，曾请胡锡端女士担

任教员，教村民读书识字。胡锡端女士在 32岁丧

夫后，独自抚养三子女成才。她深受传统儒家思

想影响，宽以待人，大度能忍，善良勤俭，乐善好

施，德高望重，凡是乡里乡亲嫁姑娘娶媳妇，女

孩子学技艺都请她裁剪缝织，传教女工，她都是

起早贪黑，热情相助，不取任何报酬，连饭也不

吃一口，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一直到近 70岁，眼

花看不见，身体患病，才停止这种无偿服务。几

十年来，无论年少时出身优裕，还是中年守寡家

道贫寒，她一直端庄优雅，气质不凡，即使是穿

着打补丁的衣服，也始终干净整洁，头发一丝不

乱。面对各种困难能坚强乐观，从不怨天尤人，

含辛茹苦，尊老爱幼，品行如莲。

胡克己之弟胡克顺，字豫庵，生于清同治八

年（1869年～1933年），是清授正九品登仕郎之

官阶，因他排行老二，乡间尊称为“胡二老”。胡

克顺好朋重友，慷慨重义，德高望重，涉交广泛，

为乡里乡亲多办好事，得到乡民的尊敬。十里八

村的乡民只要有事找到“胡二老”，没有办不了

的事，上至州府衙门，下至乡绅军团，都会给他

面子，能够通融了事。由于兄长在外做官，兄弟

在家豁达干练能量大，在州里乡间“胡家”名气

很大。后辈胡锡祺、胡锡庆都是省立开封高中毕

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皆执鞭任教。

胡克己、胡克顺兄弟，当时拥有土地上千

亩，村里宅院 6处，房屋上百间。汝州城十字街

西北有宅院两处，前面门面开有福寿永大药房

和南货行两处生意，后院是马院停车场。胡克

己、胡克顺兄弟靠读书成家立业，非常重视教

育。 胡新正

汝瓷博物馆位于汝州学宫内，始建于 1984 年 1

月，经临汝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汝州文庙旧址成立，负

责全县文物普查、保护、发掘、收藏和陈列工作，并负责

汝州文庙的日常管理和保护修缮工作。1988 年 8 月，临

汝县撤县建市，临汝县博物馆更名为汝州市汝瓷博物

馆。

汝瓷博物馆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20873平

方米。是我国唯一的收藏、陈列、研究汝瓷的专业性博物

馆。现有 6个基本展厅，2个临时展厅。第一展厅为 18种

汝官窑仿复制品展厅；第二展厅为汝瓷标本展；第三、四

展厅为现代汝瓷精品展；第五展厅为历史名窑当代名家

作品展；第六展厅为汝州文物精品展。

截至 2017年底，汝瓷博物馆馆藏文物 1791件，按照级

别划分，其中经国家鉴定的一级品 5件、二级品 83件、三级

品 1566件，根据《2014年 10 月 10日河南省馆藏文物鉴定

意见表》显示一般文物 137件套。按照类别划分，其中瓷器

514件、陶器 554件、铜器 139件、钱币 399件、石器 176件、

木器 5件、玉器 2件、象牙器 1件、骨器 1件。另外，汝瓷博物

馆还收藏有 2002 年至 2017年间接收入库未鉴定藏品 200

件。这些文物精品浓缩了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至清朝各个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科学

研究价值。

本报今日带您走进汝瓷博物馆，近距离感受馆藏文物

的魅力。

（六）木器

汝瓷博物馆藏有屏风、方桌、条几、顶子床

木器 5件，其中顶子床最具代表性。

代表文物：木顶子床

清代木器，三级文物，长 242厘米，宽 150.5

厘米，通高 263厘米，挂檐后残缺 42厘米，雕花

有残缺。1984年 10月临汝县文化馆移交汝瓷博

物馆。该顶子床设计精美，结构严谨，形如宫殿楼

阁，外粉饰为棕褐色，上刻各种雕花，有八卦乾

坤、招财进宝、如意花瓶、麒麟送子、小儿嬉莲、蝙

蝠祈福以及灵芝、莲花、莲子、游龙等各种寓意吉

祥的雕刻图案，有浅浮雕、高浮雕和镂空透雕三

种雕刻形式，精美绝伦的工艺造型反映了清代上

层生活的奢华，彰显了古代工匠的艺术造诣和高

超技能。

馆藏文物介绍
（一）石器

石器是指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也

是人类最初的生产工具，盛行于原始社会时

期，直到青铜器的出现才逐渐淡出历史的发

展。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类经历了旧石器

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主要使用打

制石器，这种石器利用石块打成的石核或者

打下的石片，加工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工具，种

类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新石器

时代人们主要使用磨制石器，先把石块打成

或者琢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研磨加

工，主要工具有斧、凿、刀、镰、犁、矛、镞等。汝

州在很多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石质工具，

反映了汝州远古时代人类活动的活跃，体现

了在新石器时代汝州人类文明的发达。

代表文物：石凿

新石器时代石质工具，长 8.8 厘米，宽

4.5厘米，重量 275克，周身有残疤点。为国家

三级文物。

（二）铜器

铜器，是青铜器的简称，也泛称各种铜器，

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

器等。铜器基本上有两种用途：一是作为生活

用具盛装物件，二是作为礼器陈设布列。主要

有酒器、食器、水器、兵器、乐器，也用来制作货

币、官印等。汝州出土的铜器以铲币、铜镜居

多，也最具代表性。

代表文物：四神十二生肖镜
隋代，直径 12.9厘米，重量 490克，镜面

裂纹：9厘米、6.5厘米。共三重纹饰：中间为

圆形带孔钮及四神；向外为十二生肖图案，

呈十二格排列，每个格中一个动物纹样；再

向外为一周锯齿纹。该镜铸造纹饰高凸、清

晰，工艺水平较高，外表华美壮观，反映了我

国古代艺术家和铸镜工匠的丰富想象力和

卓绝创造力。为国家二级文物。

铜镜是古代用铜制成的镜子，最早出

现在商代礼器中，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公

贵族才能使用，汉代以后铜器渐入民间。中

国古代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

丽，铭文丰富，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

产中的瑰宝。

（三）陶器

陶器是指以黏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和

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 800～1000℃高温

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坯体不透明，有微孔，具有

吸水性。陶器可区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和有

色，无釉和有釉。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

等。陶器在中国产生距今已有 1.17多万年的历

史，它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

出的一种新生事物，为瓷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

了基础。

代表文物：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现藏于中
国国家博物馆）

1978年出土于临汝县阎村的鹳鱼石斧图

彩陶缸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陶器，器腹外壁

的《鹳鱼石斧图》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

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

最大的一幅陶画。

彩陶缸器形为敞口、圆唇、深腹，器高 47

厘米、口径 32.7厘米、底径 19.5厘米，器沿下

有六个对称的鼻钮。陶画高 37厘米、宽 44厘

米，从内容上看，这幅陶体绘画可分为两组，一

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这幅作品将

中国绘画历史向前推进 6000年，被誉为中国

写意画的鼻祖。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原藏于汝瓷博物馆，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 年被国务院

确定为 64 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

首。

（四）瓷器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汝州是汝瓷之都。大约

在公元前 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

期的瓷器。宋代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

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

窑。汝窑的工匠以名贵的玛瑙入釉，烧成的汝瓷

具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

釉满足”的典型特色。汝窑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

青瓷窑，出现于南方越窑衰落之后，作为北宋官

窑，烧制的器物主要供宫廷使用，在市场和民间

中流传甚少，汝州民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

瓷一片”的说法。

代表文物：元代临汝窑天蓝釉荷叶口瓶

元代，高 64.2厘米，口径 19.1厘米，底径 21.2

厘米。侈口卷沿，束颈，鼓腹呈瓜棱形、喇叭状足。大

瓶口沿由六片向外翻卷下垂的荷叶组成。每片叶子

中下部凸出一个釉珠，似欲滴的甘露。腹呈六棱状，

腹下与圈足相连处饰凸弦纹。胎质较坚密、呈灰白

色，胎体厚重，系手拉坯分节制成。器物内外及足心

施天蓝釉，釉汁润泽，釉面有橘皮、棕眼及开片。从该

器物胎、釉及烧造工艺看，同汝州金元时期青瓷窑产

品风格相同。1976年出土于纸坊公社赵落大队，共

两件（一对），一件现藏于汝瓷博物馆，一件藏于河南

博物院。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五）玉器

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古人尤其钟爱

玉器，所以流传比较广泛。汝州出土的玉器

不多，且多属清代。

代表文物：痕都斯坦折棱纹盘

清代，口径 11.4厘米，高 3.1厘米，底径

7厘米，重量 70克。保存完整。为国家二级文

物。痕都斯坦，是清代对北印度的称谓。痕都

斯坦玉器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名贵的器物，精

美绝伦。由此也可见清代中国玉器制作工艺

之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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