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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窑青瓷盘

窑室与烟囱

张公巷窑鹅颈鼓腹瓶东沟窑盖碗

清凉寺汝窑瓷器残片标本

（上接第3版）

张全到任后，首先调整了汝瓷厂领导班子的分工，由原厂长赵金栓抓粗瓷生产，完成临

汝县委、县政府下达的生产任务，并为汝瓷研究筹备试验资金。张全除抓全面工作外，还主抓

汝瓷试验。一方面从省里申请汝瓷实验经费，另一方面增加日用瓷生产，以补充汝瓷试验费

用的不足。另外，还重新调整了汝瓷试验组，以郭遂、马永杰为主，开展试验，由于没有单独试

验窑炉，所烧产品仍在粗瓷大窑中代烧，进展较慢。

临汝县汝瓷厂生产的日用瓷碗、缸曾为临汝县财政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但是一次偶然的

事故，改变了汝瓷恢复研制的轨迹。因为烧窑工在夜间值班时打瞌睡，忘了加煤导致窑内温

度下降，而后又因快速加煤，致使煤层太厚，没有充分燃烧，导致窑内烟不能及时排除，出现

了巫火现象，使一窑应该是白色的瓷碗，变成了青、红、绿、黑等颜色，在窑中代烧的汝瓷试验

品也随之遭殃，试验品的胎体也变成了重灰色，烧成温度较高的部位，釉色有蓝、绿釉滴，一

窑瓷碗损失大半，经济损失达万元。然而，就是这次失误使汝瓷研究出现了转机。在总结和调

查事故原因的会议上，马永杰根据烧坏试验品上的釉滴和重灰色的胎体特征，提出了烧坏的

试验品具备汝瓷的一些特征的观点，得到了参会人员的重视。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原委，汝瓷厂派马永杰带着烧坏的试验品到河南省轻工业厅向高级

工程师李志伊请教，李志伊仔细观察后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汝瓷”。然后，他详细地给马

永杰讲解了各种原料成分在还原火和氧化火背景下的呈色机理，原料中所含的三氧化二铁

在还原火中可以呈青、蓝、黑等各种颜色。一次偶然的事故竟然揭开了汝瓷烧制的奥秘。

当时的汝瓷厂仅有几座供烧缸、碗用的圆形直焰窑，但因资金困难，还没有试验汝瓷的

专用窑炉。为了节约资金，实验组人员从损坏的窑炉中取出部分完好的耐火砖，自己又用土

法烧制了一部分耐火砖，不足部分用碗笼（匣钵）代替，在汝瓷厂北部的山脚下按照古代窑炉

的式样开始修建，火道从窑下通过，烟囱沿山势而上，为了能够在烧成中控制火势，又在窑后

的烟道上装上了耐火砖作匣板，窑前仿照古代汝瓷窑炉式样砌了火蹬和渣坑，在火蹬与窑体

中间建起挡火墙，在挡火墙上留有十六个火眼。这座窑炉成了汝瓷试制开始的历史见证。

有了试验窑炉，汝瓷技术人员们对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进。首先改变了汝瓷原料的加工工

艺，用小型球磨加工硬质原料，改变了过去用手砸、用石碾的原始操作方法。用干料计量代替

了过去用瓢用碗估量的湿料计量方法，提高了配方的准确度。同时注意加强试验记录，由技

术人员认真记录了从原料配比到烧成温度和所试产品的情况，改变了过去老技术人员郭遂

因为不识字，靠做各种符号代替的做法，避免了因为符号理解错误所造成的失误，为汝瓷后

来的试验打下了基础。

为配合汝瓷用还原火烧成，技术人员又对汝瓷釉色配料进行了改进，以临汝当地产的黄

长石、黑石头为主，提高釉内铁的含量。经过数百次试验，逐渐摸索出了烧制汝瓷豆绿釉的配

方，总结了一套烧成的升温曲线。1964年，汝瓷豆绿釉产品烧制成功。河南省科委、河南省轻

工业厅、洛阳地区科委同临汝县政府联合在临汝县召开汝瓷豆绿釉鉴定会，陶瓷专家俞国

英、徐国桢对汝瓷豆绿釉产品给予了肯定。

汝瓷豆绿釉的烧制成功和还原火的使用，是汝瓷恢复试制道路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它指明了汝瓷原料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多少和烧成温度中一氧化碳在窑中的浓、淡是汝瓷

呈色的关键。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汝瓷研制工作受到影响。1970年，为改变汝瓷厂的生产状

况，临汝县革委会借助“抓革命、促生产”的东风，重新启用张全担任汝瓷厂革委会主任。汝瓷厂

生产很快步入正轨，扭亏为盈，又重新建造了汝瓷车间，组建了试验组，汝瓷试验又慢慢恢复。

为加快汝瓷恢复试制步伐，一方面根据外地经验新建了一座试验窑和一座三立方倒焰

窑，安装了两台1.5吨的球磨机，又招收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职工；另一

方面根据当初试验时试验组记录的详细数据，不断调整试验配方，汝瓷恢复试验很快就取得

了新的进展。

由于在汝瓷试验中，对还原火的使用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技术掌握还不成熟，烧成的成品

率很低，常在10%以下。难以掌握汝瓷窑变技术，同一窑内因受风向、窑位和还原气氛不均等因

素的影响，用同一配方、同一窑炉烧成的产品，却出现了不同的釉色：在豆绿釉烧成中，出现了

类似天蓝釉、天青釉和月白釉的产品，这也为以后汝瓷的科学研究和试制打下了基础。

1971年，由河南省洛阳地区组织，临汝县汝瓷厂派张全、马永杰携带汝瓷产品247件首次

参加广州春季交易会，所带产品被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抢购一空。汝瓷自

此走出了国门，名扬海内外。同年临汝县汝瓷厂阎金定、郭留江再次参加广交会。1972年临汝

县汝瓷厂郭连成等又一次参加广交会，所带汝瓷产品引起了日本、新加坡、美国、西班牙、马

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关注。1973年，在广交会参展的4箱160件汝瓷产品被外商包揽，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西班牙、美国、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在交易会上与广州外贸签订了供货

合同。汝瓷厂第一次接受了由国家外贸下达的订单，开始批量生产出口。

由于汝瓷厂生产设备简陋、技术力量不足等问题，面对大量的外贸订单往往不易按期完

成，最典型的是日本客商的一笔500件汝瓷凤头龙柄壶订单将要到期，在烧成装箱后，按照正

常的交货运输办法已经无法按期交货，为保证信誉，国家外贸局不惜重金用飞机运送到日

本。为了扩大汝瓷的生产规模。1973年由国家轻工业部拨款41万元，后来又追加了90万元，在

临汝县城西北赵庄村对面临登公路西侧征地100亩，筹建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并从原临

汝县汝瓷厂抽调70余名干部工人，开始进行汝瓷专业研究与生产。

面对新的厂房、车间、窑炉和各种设备，工人们干劲十足，然而由于设备缺乏磨合期，窑

炉没有烘干，模具没有翻制等因素，再加上新工人较多，缺乏技术和经验等原因，所烧产品几

无成品。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县革委会又迅速组织了工作队进驻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设备运行正常，生产秩序得到恢复，成品率得到提高。

1975年，面对汝瓷快速发展但人才奇缺的现实，在县工业局的支持下，厂领导顶住压力，

在各车间选派人员50名，赴浙江龙泉取经学习。此次外出学习，对汝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回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了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实验室技

术人员等，不仅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工人。现在汝州的几十

家汝瓷企业的创办人，大都是从原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下岗的技术工人，其中一部分已经

成为国家级、省级大师。

20世纪80年代，汝瓷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为使技术骨干能充分发挥作用，临汝县工艺

美术汝瓷厂成立了以技术厂长牵头，技术科长主抓的汝瓷造型设计室、汝瓷试验室、汝瓷原

料化验室。对汝瓷新产品开发、汝瓷釉色研究、原材料质量的控制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章

制度和奖惩制度，同时积极学习龙泉等地区原料配制、烧成、成型等工艺技术，引进并建成了

65米长的隧道窑，增添了球磨机、滤泥机、滚压成型机等设备，对当时的汝瓷生产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科研能力不断增强，为适应市场需要，产品

类型不断增多，当时主要生产以下几类产品：一是汝瓷仿古工艺品，主要为外贸出口服务。尽

管外贸出口任务不大，但要求十分严格，耗费了厂里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豆绿釉、天蓝釉、

月白釉、天青釉试验陆续取得了成功，先后通过了省科委等上级部门的鉴定。二是开发研制

酒瓶。因为汝瓷贵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许多名酒如：伊川、汝阳的杜康酒、宝丰的宝丰酒、

赊店酒、仰韶酒等厂家都主动联系工艺美术汝瓷厂，订购酒瓶。汝瓷厂因研究需要大量的资

金，也就顺势而为开发酒瓶生产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因需求量大，先后带动了汝瓷三

厂、马窑瓷场等其他工厂也投入了汝瓷酒瓶的生产。三是配套出口汝瓷盆景花。随着汝瓷影

响越来越大，产量和出口量都在不断增加，汝瓷销售人员外出订货时发现，北京料器花厂每

年需要大量的花盆，同料器花配套对外出口，但是因为供货方常年供货的花盆造型单一，并

且因为路途遥远，价格偏高。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乘势而上，组织技术人员在短期内就设

计出几十个新的造型，受到了北京料器花厂的青睐，并要求长期供货。后来，部分厂商直接来

到临汝县洽谈合作，汝瓷料器花盆产量大增。在这种情况下，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除继续

大量生产不同品种的汝瓷花盆之外，同时也大量生产与汝瓷配套的料器盆景花和料器制品，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84年汝瓷天蓝釉试验项目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1986年，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生产

的双龙瓶、内花碗、鸡心碗、玉壶春等9种产品在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审会上一举

夺魁，获得“金杯奖”。同年，汝瓷17号豆绿釉在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研制成功，该项目获

1986年河南省科技进步奖。

1988年汝官窑天青釉、月白釉陆续实验成功，获得国家和省级表彰，引起整个古陶瓷界

震动，成为汝官窑全面恢复的重要转折点。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陶瓷专家学者和汝瓷爱好者亦纷纷到汝州参观汝瓷并题词题

诗，对汝瓷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会长冯先铭，陶瓷专家、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

副会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陶瓷专家汪庆

正等多次赴汝州参观、考察和指导工作。

汝瓷的恢复试制和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在国内外的展评会上屡屡获得大

奖。同时，为汝瓷作出突出贡献者也屡获崇高荣誉，汝瓷精品亦被国内外收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营、集体和乡镇企业改制，民营企业成为汝瓷市

场的主力军。汝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在行业发展规划、组织领

导、业务培训、科学技术等方面予以协调和指导。为加快汝瓷行业自律，引导行

业健康发展，推进汝瓷产业化建设，2004年6月25日，由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

域产品保护办公室召集，在北京召开了汝瓷原产地域产品保护专家审查

会。经过评审，专家一致通过对“汝瓷” 进行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专家

审查。200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

(2005年第104号)通过了对汝瓷扩大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范围申请的审

查。在汝瓷原产地域范围内的生产者，如使用汝瓷“原产地域产品

专用标志”，须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设立的申报机构申请并经

初审合格，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公告后，方可使用汝瓷“原产地

域产品专用标志”。

2006年7月，成立了“汝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领导小组专

家委员会”。2007年元月，河南省政府批准汝瓷烧制技艺列

入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5月，随着我市

陶瓷业迅速发展，为了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保持我市

陶瓷业的稳定，进一步规范陶瓷行业行为，引导其健康

发展，由玉松汝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孟玉松等相关人员

共同发起，成立汝州市陶瓷协会。2011年5月，国务院

正式批准汝瓷烧制技艺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汝州市政府重视争创汝瓷名牌工作，支持企业

申报商标、科技创新。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1986

年以“汝州”牌汝瓷申报了汝瓷第一枚商标。1996

年申报了以“万兴”作为汝瓷第二代商标。进入二

十一世纪以来，各个厂家都要创出自家的品牌，

在2003年丰华汝瓷厂申请了“丰华”商标后，接

着“玉松汝瓷”“朱氏汝瓷”“新嘉诚”“大拙”“大

井”“大红门”“桑田陶艺”“汝宝斋”“汝艺宝”

“赵家窑”“弘宝斋”“宋宫”“宣和坊”“汝陶坊”

“荣华”等商标迅速出现。与“汝州”牌和“万

兴”牌汝瓷商标形成汝瓷商标防御体系，保

障了汝瓷产业的健康发展。朱氏汝瓷、玉松

汝瓷先后被河南省工商局评为“河南省著名

商标”，弘宝斋汝瓷被授予“河南省名牌产

品”称号。200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5年第

104号）通过了对汝瓷扩大原产地地域产

品保护范围申请的审查。地域范围为河南

省汝州市现辖行政区域和宝丰县大营镇、

肖旗镇、商酒务镇、赵庄乡、城关镇、杨庄

镇、石桥镇、张八镇等8个乡镇现辖行政区

域。2009年3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地理标志产品，汝瓷

符合相关标准。

2010年9月23日，首届中国（国际）汝

瓷文化节隆重开幕；9月24日，首届中国

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举行。中国邮政

发行汝窑瓷器传世珍品一套14枚邮票；9

月25日，中国历史名瓷传承与发展高峰论

坛暨中国汝瓷烧制技艺国际研讨会召开。

2016年，举办汝瓷文化周系列活动，改革

开放的春风促进了汝瓷文化的发展，知名

人士不断到汝瓷原产地寻宝旅游，为汝瓷

原产地带来空前繁荣。汝瓷旅游景点、汝

瓷企业、汝瓷研究所及汝瓷陈列馆成了名

人名家、汝瓷收藏者和爱好者的乐园，他们

不但购买汝瓷仿古珍品，而且在观赏之余，

兴致勃发，即兴挥毫，留下珍贵的墨宝。

1995年5月，87岁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耿飚专门为汝瓷传

人朱文立题写了“宋瓷汝首”。全国著名书画

大师李苦禅先生“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

善尽美也”的墨宝，成为汝瓷企业和汝瓷科研

工作者竞相陈设的珍品。还有清末代皇帝溥仪

的胞弟、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

所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古陶瓷研究会原会长

冯先铭、汪庆正、叶喆民、耿宝昌，轻工业部高级

工程师李国祯，中国书法家协会原秘书长柳倩、

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评书表演艺术家刘

兰芳、中宣部原副部长贺敬之、韩国原总统金泳三、

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等都为汝瓷的恢复和发展题诗

或题字，予以祝贺。冯先铭、叶喆民、耿宝昌、李国桢

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讴歌汝瓷都题下了赞誉之

词，盛赞“青瓷之花，汝窑为魁”。中国著名作家李凖为

汝瓷题写了：“清雅浑厚夺造化，珠光宝气移人魄”。

汝瓷的研制，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60年来，为了

共和国总理的嘱托，一代瓷人为汝瓷呕心沥血，前赴后继。

这中间，汝州市委、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与此

同时，每行一步，从中央到地方，国内顶尖的陶瓷专家都给汝

瓷的研制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古陶瓷界先辈陈万里先生，生前

曾多次来到汝州，寻找汝官瓷的蛛丝马迹，可他老人家直到去

世也没找到一块真正的汝官瓷片。到了1977年，陈万里的弟子，陶

瓷界泰斗冯先铭生和叶喆民偶然在宝丰的街头捡到了一片汝官瓷

片，他们如获至宝，这块瓷片，经轻工部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两家借去多次作化验分析，残存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冯先铭用一个有

机玻璃盒装着，轻易不再示人。1987年，汝州研制天青釉遇到难题，孟玉

松硬着头皮找到了冯先铭，老先生听说孟玉松要做研究用，便把数十年来

研究汝官瓷的资料，无偿提供给了孟玉松。耿宝昌和刘伯昆，从汝瓷研制开

始，就和汝州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2014年，92岁高龄的耿宝昌还亲临汝州，

指导汝瓷研究发展。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是闻名海内外的文博专家，他对

汝瓷指导不遗余力，直到去世前，还在一直关注着张公巷的挖掘和研究。李国桢更

是从汝瓷研制开始，就常驻严和店，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汝瓷的发展上。在汝瓷的发

展史上，我们能记下一大串的名字，他们都是汝州汝瓷恢复的幕后功臣。

（下转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