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周恩来总理做出指示，“要恢复五大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汝窑和龙泉窑”。

建国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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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说不是，

并直摇头。后来，外事人员到故宫陶瓷博物馆问陈万

里。陈万里是中国青瓷专家，《中国青瓷史》就是他

写的。那些外事人员到故宫博物院找到陈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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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法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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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都穿这种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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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叫轻

工业部赶快恢复青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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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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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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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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时期，北方烧造青瓷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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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峪镇的东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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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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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土遇到水，立刻柔软身躯，可以随心所欲抟造成

各种器物，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对人类的起源，都有抟土

造人的传说。

水土姻缘就是文明之本，它们只需一个升华的契机———

火。

厚重的农耕文化，为汝州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泉。汝

州北靠巍巍嵩山，南依莽莽伏牛，悠悠汝水从中间横贯而过，造

就了一方物产丰饶的沃土。在汝州，人类踪迹可追溯到旧石器时

代，文化积淀深厚，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能在此觅到

踪迹。

自周而至汉到唐，汝州一直是拱卫古都洛阳的门户，帝王将相、商贾贤达、

才子名流步踪如织。中原腹地，自古兵家必争，其山河沧桑、世事更迭，正可谓一把田土、一块碎石都带有数千

年文化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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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汝瓷，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虽然皇帝当得不怎么样，但他的诗书画却堪为一绝。宋徽宗自创了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

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他还对中国茶事做了

最大贡献，撰写的中国茶书经典之一《大观茶论》，为历代茶人所引用。元代脱脱撰《宋史》的《徽宗本纪》，曾掷

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也正是这位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让汝瓷平步青云，看尽世事沧桑，看尽荣辱得失之后，仍在诉说着曾经

最波澜壮阔、最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

宋徽宗是个艺术家，善于“以色观物”“以色审物”“以色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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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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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淡含蓄，最适合道家

的审美情趣。

《清波杂志》里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段记载非常重要，提出汝瓷的釉色是靠玛瑙呈

现的。

中国古代对玉和玛瑙都充满敬畏之情，玛瑙是很贵重的材料。在烧造汝窑的时候，釉里加入了玛瑙末，所

以汝窑釉面的光泽跟其他瓷器不一样。

汝瓷以釉色为美，没有纹饰，立器只有凹下或凸起的弦纹或边棱。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

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玉石效果。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

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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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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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有汝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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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的垄断，战火的尘烟，工艺的失传，使汝瓷成了近乎绝世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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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南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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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孙灏发出了“人巧久绝天难留，窑空烟冷其奈何”的哀叹。

宋朝的历史就是一个版图不断收缩直至灭亡的历史，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文化却达到了历史高点，宋

代天青色的汝瓷艺术更是达到了中国瓷器美学的巅峰，即便在当时默默无闻的福建窑变瓷器亦彻底征服日

本，和宋代的饮茶方法一起演化成今天的日本茶道。宋朝，这个看起来绵软的帝国无意间成就了后世不可超越

的中国瓷器艺术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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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由中国人发明，瓷器也是第一个全球化的商品，始终居于世界交流的核心。一把瓷土搅动地球，瓷也被

称为 china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千百年来一直浓缩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和创新精神。

瓷器滥觞于东汉时期，历经魏晋、隋唐，到宋代达到鼎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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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厅长会议上指出“要恢复五大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汝

窑”和龙泉窑。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轻工部做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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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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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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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轻化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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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勺一瓢的配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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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粗瓷釉内加入了着色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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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按期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但是所烧成的产品只是加了着色剂的普通工艺品，与古汝瓷相差甚远。

从省里抽调的专家走后，汝瓷的恢复试验工作进展缓慢。

1961年，为了加强汝瓷的试验进度，临汝县工业科调张全任临汝县汝瓷厂党支部书记，又从县委要来郑州

艺术学院毕业生马永杰充实了汝瓷试验队伍，青年女工杨桂荣也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归来，为汝瓷恢复

试制增加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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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天青釉汝瓷熏炉

上世纪60年代二厂玉壶春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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