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遂，男，1923 年生，1998 年 3 月逝世，蟒川

镇严和店村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我市首

位全国劳动模范，被收录于《中国劳模大典》，先后

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叶

剑英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是新中国陶瓷艺

术界获得最早、最高国家级荣誉的汝瓷大师。

1956 年，临汝县汝瓷一厂成立了汝瓷试验

小组，郭遂承担了汝瓷试验重任，并被任命为汝

瓷试验小组组长。当时汝瓷试验工作，一无资料

可供参考，二无师傅可以请教，在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郭遂跑遍了汝州的山山水水，踏遍了汝州

的沟沟坎坎。由于家庭贫穷，没有文化，不识字，

仅凭师傅所传用嘴品尝、用手感悟点点技巧，从

捡到的古瓷片上寻求试验参考依据，寻找可供做

汝瓷的原料。

1957年 9月，经过几百次的失败，由郭遂研发

的首批豆绿釉汝瓷产品终于烧制成功。

1958年，郭遂试制成功的大型仿古汝瓷象鼻

尊、大型豆绿釉透花盆、洗字盘等产品，被摆放在

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

1983年，经过无数次的试验，郭遂主持研制的

汝瓷天蓝釉终于试验成功，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

的又一项空白。

1984年 6月，汝瓷天青釉也成功问世。

1986年 5月，汝瓷月白釉等各种汝瓷釉色一

一试制成功。

1988年退休后，郭遂又回到自己的老家严和

店大郭庄、原汝州市汝瓷一厂进行汝瓷的研制，直

至因病去世，享年 76岁。

于俊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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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与周恩来总

理的交谈中，对汝瓷大加赞赏。为了恢复汝瓷，在汝瓷

的故乡临汝县（现汝州市）筹建了一个汝瓷厂。厂里成

立了技术攻关小组，7人攻关小组中有两个重要人

物，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国营汝瓷厂厂长李聚万。

2017年 12月 22日，在市区张庄的一个院落

里，记者见到了李聚万，谈到汝瓷的前世今生，他娓

娓道来。

汝瓷，创烧于北宋晚期，位居宋代“五大名瓷”

之首，因产于汝州市而得名。在宋代，汝瓷为宫廷御

用瓷器，故又被称为“汝官瓷”。金灭北宋后，汝瓷也

随之消亡。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十多年无数次的研究试

验，1988年汝瓷生产终于全面恢复。

“汝瓷艺人一直把能复原‘雨过天青云破处’的

天青色作为做瓷事业的最高追求。为了寻找矿石原

料，他们不分寒暑冷热，踏遍深山野岭。为了调配

方、做试验，他们每次都要站在 1000℃的瓷窑旁

边，观察瓷器变化。一窑烧下来，往往累得像大病一

场。”李聚万笑着说，在恢复了豆绿釉、天蓝釉、天青

釉等传统釉色的基础上，他们还研制出了天目釉、

新汝釉、玛瑙釉等系列汝窑新釉色。更令李聚万欣

慰的是，在 2010年 6月，汝瓷烧制技艺成功获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如今，蟒川河畔，一座占地 12平方公里的汝瓷

小镇正拔地而起：中国汝瓷博物馆、汝瓷文化遗址公

园、汝石文化展示中心等项目如火如荼。几年后，一

个集“文化 +产业 +旅游 +生态 +养生”于一体的

艺术古镇就会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于俊鸽

走进马永杰的家里，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挂

画，一幅水墨画上有一群仙人围绕汝瓷瓶饮酒作

乐，桌子上还有未写完的对联……“我每天都在

家中写写画画，有人来问我汝瓷的事，我都会把

我知道的技术告诉他们。”12月 22日，记者问到

如何看待周总理批示恢复汝瓷生产的时候，他将

往事缓缓道出……

马永杰 17岁那年，就与汝瓷结下了不解之

缘。1961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同汝瓷厂汝瓷试

验组的同志一起考察古窑遗址，捡选古代汝瓷

片，调试汝釉配方，用科学的换算替代了汝瓷釉

料以瓢、勺计量的原始操作方法，大大提高了汝

釉配比的精准度，仿建古汝窑结构将原直烟窑氧

化火改为倒烟窑还原火烧成，揭开汝窑的千古奥

秘。他设计雕刻的汝瓷透花花盆，到北京参加万

国博览会，最后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河南厅。

1972年，他设计的汝瓷产品在广州交易会上

展出，受到日本、香港客商青睐，被一抢而空。当

时的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纷纷报道，引起了国

家轻工业部和外贸部的重视，拨款新建了汝瓷

厂。

如今 76 岁的马永杰仍为汝瓷事业奋斗不

息，潜心研究汝瓷工艺和汝瓷发展史，主笔撰写

“汝瓷誌”，内容涵盖了汝瓷的产生、传承到辉煌

的历史渊源。当问到他对汝瓷发展的建议时，他

说：“希望汝瓷的传承者们能够相互团结，相互扶

持，在老一辈的技艺之上深入研究汝瓷，将我们

的珍宝发扬光大。”

梁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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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营汝瓷厂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为陶瓷行业培养人才的教授

老师们。”12月 21日，记者在市区双拥大道附近的

一间汝瓷展厅里见到原国营汝瓷厂副厂长陈松江

时，他感激地说道。

1957年 10月，陈松江出生在骑岭乡杨堂村的

一个普通农家，1978年 12月，进入原临汝县第二

汝瓷厂工作。

1979年 3月，陈松江同地方国营汝瓷二厂 40多

人被派往浙江省龙泉县瓷厂学习陶瓷生产技术。

1980年陈松江等人学习返厂后，地方国营汝

瓷二厂建成了“汝瓷外花碗生产线”，通过多次实

验，汝瓷外花碗和汝阳、伊川杜康酒瓶等产品在两

个六米半的倒烟窑烧成。

1983年，汝瓷天蓝釉被省科委鉴定在汝瓷二

厂实验成功。

1986年，汝瓷 17号豆绿釉鉴定通过……

多年的汝瓷生产实践和管理工作，使陈松江

掌握了汝瓷天青釉、月白釉、豆绿釉等配方及成型

和烧成操作技术，他先后被评为助理工程师、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河南省民间工艺大师、中国陶瓷

协会会员、中国民协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

员，研究生产的产品被评为河南民间文艺金鼎奖，

中国五大名窑名瓷金奖，多次获得省、地、市星火

项目和科技进步奖，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汝州市

三、四、五届专业技术优秀人才，临汝县第六届人

大代表，汝州市四、五、六届政协委员，河南省七、

八、九届侨代会代表，先后受到何竹康、马忠臣、李

克强、陈全国、徐光春等领导的亲切接见。

于俊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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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恢复宋代汝官瓷项目负责人和研究者，

张天庆一生致力于汝窑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1967年，张天庆到原临汝县委参加工作，协助

汝瓷一厂做造型设计，后到市工艺美术汝瓷厂任

技术厂长。在漫长的汝瓷研究生涯中，张天庆于 70

年代到中央工艺美术美院(现清华美院)继续学习，

与当时的院长张仃、陈叔亮，教授韩美林、范曾等

老师结识。

作为汝窑科研项目负责人，张天庆主持开发

了国家有关部委和省科委下达的汝窑豆绿釉瓷、

天蓝釉瓷、月白釉瓷、天青釉汝官瓷重点科研项

目。他的研发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其

中联合国创新发明之星奖 1项、国家级金银奖 22

项，以及国家发明专利四项、外观使用专利八项。

他所研制的汝瓷作品，经中央轻工部、河南省科学

技术厅、故宫博物院聘请李国桢、冯先铭、张锡秋、

叶喆民、耿宝昌、宋伯胤等全国著名专家鉴定认

为：各项物理、化学性能指标均接近并达到宋代汝

窑水平。

曾有人以巨额报价请张天庆转让技术，但他

坚持认为，汝窑和汝瓷是我国的国粹文化和重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时隔多年失而复得，这项

技艺源自中国，发扬自中国，也必然属于中国。

张天庆说，“我对汝瓷的研究不会就此终止，

还要把汝瓷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用翔实的文字、

图片、实物展示出来，留与后人，传承下去。”

刚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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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立，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者”、河南省优秀专家、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汝瓷文

化杰出传承人、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河南省分会理

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民间艺术大师。

12月 21日，在纪念周总理批示恢复汝窑生产

60周年大会召开前夕，朱文立接受了记者采访。

1975年，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临汝县

汝瓷二厂当了一名临时工。机缘巧合，他师从汝瓷传

人郭遂学艺。1983年，当时的轻工业部、河南省科委

下达了“汝官瓷”研究项目，以省轻工研究所为龙头，

朱文立协助研制。之后的几年里，他到野外采集矿

石，调制配方，先后进行了无数次烧制试验，天青色

汝官瓷研制成功。断代 800多年的“天青釉”汝瓷重

现人间，填补了我国汝瓷的这项空白。

朱文立因研制成功汝官瓷和北宋官瓷，寻找到

真正汝官窑窑址、北宋官窑窑址等业绩，被载入了日

本国家编纂的大型史册《中华五千年》及《陶说》、英

国人撰写的《宋代瓷器》、中国文联编著的《中国民间

文化杰出传承人》等多国史册。人民日报以“醒来的

汝瓷”为题向国内外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先后拍摄

播出了“汝瓷的传人”“瓷中魁———汝瓷”“千年寻找”

“瓷痴———朱文立”等 8部专题片，新华社、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及国外媒体都作了报道。其作品被日本首

相小渊惠三、以色列总统魏茨曼、韩国总统金泳三等

多国元首收藏，韩国总统金泳三为朱文立先生题写

了“中华神瓷”。

于俊鸽

“我从事汝瓷工作已经 45年，如果说，当初接触

汝瓷是一种机缘巧合的话，那么周总理的重要批示

改变了我的从业态度，也让我重新审视和定义了汝

州在陶瓷层面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12月 19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孟玉松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

孟玉松是中国汝瓷炫目的符号，几十个春秋与

汝瓷相伴，她对汝瓷有着深厚的感情。

为了恢复汝瓷，1970 年，汝瓷的故乡临汝县（现

汝州市）筹建了一个汝瓷厂。厂里成立了技术攻关小

组，工人郭遂担任了技术组长。时年 31岁的孟玉松被

抽调到汝瓷厂参与汝瓷研究，这让对硅酸盐无机化

分析有独到见解的孟玉松有了用武之地。

为了汝瓷，孟玉松踏遍了汝州的山山水水，经过

上千次的实验，终于掌握了它的配方。在孟玉松的不

懈努力下，汝官瓷天青釉经过上千次的烧制，配方调

到 222号时，终于试制成功了。

1990年，孟玉松被任命为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

厂总工程师，1993年，她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1988年 9月，孟玉松凭着对恢复发展汝瓷作出的

显著贡献，被推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出席第六次全国

妇女代表大会。

“周总理批示高屋建瓴。”一辈子与汝瓷打交道，

孟玉松对汝瓷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说，“我一生研制

汝瓷，汝瓷就是我幸福的源泉。我总感觉，当一个人

把精力都用在做事上，生活自然就会很充实。后人不

知我劳累，唯有汝瓷知我心。”

赵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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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称号的杨云超，早在

高中时代就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他最初的艺术启

蒙，就是跟着舅舅学习绘画，素描、色彩、造型，并且也

有一定造诣，在当时的汝州颇有名气。

1984年 4月，上班不久的杨云超有了第一次出差的

机会———跟副厂长张天庆到北京参加旅游产品展销会。

杨云超没想到，他们的汝瓷产品那样抢手，不到

四天就卖光了。其中一尊弥勒佛，被一位美国女士买

走，她给了 18美元。最令他骄傲的是，刚复出不久的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特意来到他的跟前，询问汝瓷

的生产情况。

杨云超再次“出头”是在 1986年。这一年，厂里换

了新厂长。新厂长李聚万上任后，接到一个紧急任务，

要在一夜之间做出一个模具，就找到杨云超，问他能

做不。杨云超说能，只要给他准备一个 200瓦的灯泡，

以及十二点的夜班饭。第二天六七点，熬了一夜的杨

云超果然交出了模具。

杨云超被另眼相看。三个月的学习后，他就统管

起全厂的生产包装。不到一年，杨云超运用当时最先进

的烫金技术，设计出了全国六运会汝瓷纪念品包装。

正是对汝瓷的这种热爱，杨云超创办了宣和坊汝

瓷有限公司，他说，“作为中青年陶瓷艺人，应该扛起

汝窑发展的大旗，创新发展汝瓷事业，兼收并蓄，使汝

瓷展示出更大的魅力。”

如今，他的公司是“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河

南省著名商标”企业、河南省文明诚信企业。他的作品

也先后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及

叶喆民、耿宝昌、纪连海等数十名学者、名人收藏。

2017年 5月，宣和坊汝瓷系列作品成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礼品。 赵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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