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原工艺美术汝瓷厂进入破产拍
卖程序，为了保护和保留下这些承载无数汝
瓷人梦想的历史见证，张玉凤举债数百万元
竞买下了这片荒芜的土地和破旧的厂房。现
在的宋宫汝瓷，车间依然是原来的模样，设
备、办公楼依然保存完好。原汝瓷厂的老工

人师傅都喜欢隔三岔五回厂里看看，因为这
里是现代汝瓷人的根，老汝瓷人的家。
多年来，张玉凤一直坚持汝瓷“原作、原

矿、原产地”特色，作品考究，工艺精湛，仿古
汝瓷古朴大气，端庄高雅，现代日用瓷制作精

美，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给人一种非常微妙
的审美感受。

从 2015年开始，张玉凤把主要精力放在
仿古汝官瓷的研制上，她带着古瓷片到景德
镇陶瓷大学化验分析化学成分。为寻找合适

的矿石原料，她几乎走遍了汝州、宝丰、南阳、
鲁山、伊川等地出产矿石的山山岭岭，哪里的

矿石含有哪些化
学成分，她都掌

握得一清二楚，
就这样，她陷入

了无休止的寻矿、采集，化验、煅烧、粉碎、配

料、试烧之中，周而复始，从不气馁，也不懈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百次的实验

后，张玉凤终于试烧出了仿古汝官瓷天青釉
瓷器，她烧制出来的仿古天青釉，三分哑七分
亮，青中泛绿，绿中泛青，釉色莹润，随光变幻，

光滑如婴儿肌肤，如凝脂碧玉。微观结构下，
底色呈云层状，透过云层可看到天空蓝，稀疏
气泡，通透晶莹，如晨星闪烁。她先后又研制
出了汝窑茶叶沫釉和黑釉等釉色，仿古天青
釉和茶叶沫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她研制的

仿古汝官瓷天青釉弦纹尊经古陶瓷专家鉴
定，无论是釉色还是釉质都达到了空前的水
平，几近乱真。2019年北京故宫一位古陶瓷专
家以数十万价格收藏了仿古汝官瓷弦纹尊。

张玉凤在汝瓷的恢复、创新和发展中研
究出大量成果，她先后发表了《从五大名窑看
汝窑何以独领风骚》《汝瓷荷叶口大瓶的艺术
构思和美学特征》《浅谈汝瓷与陶瓷文化》和
《汝瓷发展与创新中的专利技术及釉色特征
浅析》等数篇论文。其作品“荷花洗”还在
2013年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金奖，

“祈福坛”在 2016年第九届中国陶瓷产品设
计大赛中获金奖，天青釉“花觚”在 2017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被外交部选
为国礼赠送外国政要，“朝天玉壁”在 2019中
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上荣获金
奖，“飞天玉璧”被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

欧收藏。同时，她的作品“斗笠盏”“盛世太平”

“福德罐”“舒心钵”等作品先后被人民大会
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宋庆龄基金会、
香港旅游发展促进会、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
瓷艺术美术馆、重庆“一带一路”国际陶瓷博
览中心等收藏。宋宫汝瓷还先后被评为文物
复仿制品研究开发基地、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
传承基地等。

面对公司今后的发展，张玉凤说：“如今

做瓷已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做好汝瓷也不
单单是她个人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带
着这份责任，今后我更应该做好汝瓷的传承
与创新，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厚爱和给
予的荣誉。”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弘扬汝瓷文

化单靠一个人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

这条路要走得更远，需要无数的后来

人去践行，汝瓷研究及烧制技艺研究

深无止境，要承前，更要启后。杨云超

立誓要在老一辈汝瓷艺人的基础上发

展好汝瓷，更要把这个源于宋代汝州

的传统工艺传递下去。

为加快发展，杨云超在汝瓷小镇

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占地面积约

40 亩，建筑面积 28000 平方米的宣

和坊汝瓷有限公司新厂房，引进两条

年产目标 3000 件的汝瓷生产线，拥

有一个化验室、一个大型工作室、六

个生产车间、八个窑炉、三个大型展

厅等。目前，公司拥有职工 76人，其

中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1

人，高级工艺美术师 4 人，工艺美术

师 3人，技术人员 20 人，技术工人

42人。公司生产的作（产）品，除在我

省销售外，还销往国内、香港、台湾等

数十个城市和地区，并远销日本、法

国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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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杨云超作品

汝瓷“莲花碗”“玄纹樽”入藏俄罗斯

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在汝瓷工艺的传承中，杨云超将

一生所学都无私地贡献了出来，汝州

市宣和坊汝瓷有限公司与多所高校艺

术系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已连续三年

与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开展现代学徒

制校企合作实操培训，他每年定期给

学生上汝瓷烧制技艺课，培养了大量

汝瓷技艺后备人才。杨云超作为第三

代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还着重在公

司生产过程中授徒传艺，对第四代传

承人严格要求，认真教导，毫无保留，

为汝瓷行业和汝州市宣和坊汝瓷有限

公司培养优质后备人才，奠定了企业

发展壮大的基础。与此同时，杨云超还

出版有《晚清契约拾遗》一书，新著《汝

瓷论》即将出版，他还在《广东陶瓷》

《山东陶瓷》《佛山陶瓷》《陶瓷中国》

《魅力中国》《今日科苑》等业内知名刊

物中发表论文 10多篇，将自己的汝瓷

烧造技艺与理论秘诀全部用于传道授

业解惑上。

近年来，由于在汝瓷烧制方面的

特殊成就，杨云超先后荣获正高级工

艺美术师、中国陶瓷工艺大师、汝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汝瓷传承与发展先进

人物、平顶山市杰出能工巧匠、平顶

山市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中国传统工艺大师、第三届“中

原大工匠”等荣誉，先后担任河南省

陶瓷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经济研究

会汝窑文化研究会会长、河南省工艺

美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青年人才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6

年 12月还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提及汝瓷今后该怎样发展，杨云

超胸有成竹地说：“接下来，我会一直

秉承老一代工匠们不怕吃苦，勇于探

索的精神，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不畏艰险，勇于创新，努力把汝瓷

事业推向更加灿烂的

明天！”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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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厂到学院，从学徒到大师，一路跋涉，一路前行。37年间，杨云超不断开拓创新、

精益求精，在当代汝瓷界引领了一代新风。7月 14日，记者在位于汝瓷小镇的宣和坊汝瓷

有限公司采访了杨云超。

2 初心不改，在一次次超越中续写汝瓷的千古传奇

张玉凤：让汝瓷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生机
张玉凤，1964年生，1984年参加工作，1998年创办河南宋宫汝瓷，高级工艺美术师、一级高级技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委员会签约艺术家，河南省

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齐鲁工业大学陶瓷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平顶山民间文化保护协会副会

长、汝州市陶瓷协会副会长。

从普通工人到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玉凤一步一个脚印，坚守工匠精神，让一把把泥土在她的手中焕发出了新

的生机。

因为喜欢 所以坚持

“这么好的汝瓷决不能让它没落”

韩琴对手工杯上釉

杨云超出生于 1963年 8月，1981年高中毕

业后跟随舅父学习画画，两年后小有成就。1983

年，其创作的国画作品《砚山落日》荣获河南省青

年绘画大赛二等奖。其间，又受教于知名画家、国

画前辈冯霞笙（当时为洛阳师范学院美术教师、

副教授）和高复生先生，学习色彩、构思等，进而

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增添无穷力量，也为他之后

的汝瓷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3年 9月，杨云超作为特殊人才，被特

招到原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工作，先后担任

了厂技术员、设计室主任、玻璃工艺研究所所

长、样品部部长等职务。1988年 7月 25日，杨

云超参与由孟玉松、李聚万主持的汝窑天青釉

和月白釉研制，其成果通过了原国家轻工部和

省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

的空白。同年由于他在汝官窑釉色及技艺研发

过程中的突出贡献，被汝瓷厂保送到郑州轻工

业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深造。

1997年，随着企业改制，杨云超下岗了。下

岗后，杨云超先后开过煤矿，卖过汝瓷、壁画，

开过溜冰场，还卖过啤酒，虽然做生意让他得

到了不菲的收入，可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

都辗转难眠，曾多次叩问自己，什么才是自己

真正想要的东西？难道自己当初设定的梦想就

这样付之东流了吗？

经过多次思想斗争，2005年春，杨云超将

自己一手创下的生意全部交由爱人打理，而他

一个人把自己锁在屋里，重新打开尘封多年的

汝瓷烧制资料，潜心研究，并于当年 6 月烧出

了复烧以来的第一窑。

望着那一抹天青色，听着“呯呯呤呤”清脆

的开片声，杨云超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初心：“从

那以后我才真正明白，做汝瓷一定要耐得住寂

寞，更要懂得坚持。老一辈汝瓷匠人在恢复汝

瓷事业中呕心沥血，作为一名汝瓷传承人，我

要在这个领域一直做下去，携手汝瓷艺人共同

创造第三代汝瓷新辉煌，这不单单是一项事

业，更是一种使命。”

2005年 3月，杨云超创办了汝州市宣和坊汝瓷有限

公司；2010年 4月，“宣和坊”汝瓷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备

案注册；2015年 12月，“宣和坊”荣获“河南省著名商标”

称号。2015年 1月，汝州市宣和坊汝瓷有限公司被河南省

科技厅授予“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2016年，汝州市宣

和坊汝瓷有限公司被列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企业名

单；2017年 4月，被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工

商局授予“河南省文明诚信企业”。

短短几年间，“宣和坊”汝瓷在发展中取得了可喜成

绩，这得益于杨云超对汝瓷工艺的全面理解。在釉色上，他

曾与孟玉松等人一同参与了整个汝瓷天青釉的恢复过程，

使得他对釉的理解从理论到实践都比别人多一些经验。在

汝瓷产品的造型上，因为他有扎实的造型艺术功底，更能

把现代风格与古典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在汝瓷

的现代感上得到了很好的突破。比如在“唐韵”这尊作品

中，唐代崇尚丰腴的审美观在这尊瓷瓶中得到了巧妙的表

现。那宛如丰颈玉项的衣领瓶口，仿佛贵妃回眸一笑的风

情万种隔世再现。在丰满的瓶身蜿蜒而下一条蛇形的襟

缝，搭上几颗中国风的布扣，把大唐神韵、中国之风表现得

淋漓尽致。如果说孟玉松等人作为恢复汝窑生产以来的第

二代汝瓷手艺人，把宋汝瓷的风貌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可

以说杨云超接过上代汝瓷传人的重托，在传统和继承上，

又把古典汝瓷的高贵典雅和现代元素完美地结合，让汝瓷

走出了一片新的风景。

身为第三代汝瓷的代表手艺人，杨云超非常重视创新在

丰富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性。在他的主持下汝瓷仿古十八

件工艺、汝瓷粉青釉、汝窑日用瓷无开片技术等先后通过省

市级专家成果鉴定。汝瓷无开片高档餐具研究、汝瓷粉青釉

亚光技术研究、汝瓷红黄蓝发光釉、翡翠釉的制备技术等共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38项，所创作的产品先

后荣获国内外大奖近 40项，先后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驻

华使馆及叶喆民、耿宝昌等数十名国家级专家、学者、名人收

藏。2017年河南省科技厅批准，汝窑日用瓷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入驻汝州市宣和坊汝瓷有限公司。2018年被河南省诚信

行商活动委员会授予质量诚信双优示范单位，杨云超参加中

央电视台《诚信中国》栏目，接受水均益采访。

1 守住初心，在历经风雨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3 不忘初心，在继承和创新中实现汝瓷的第三次辉煌

1964 年，张玉凤出生在骑岭乡王庄
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王庄村离原工
艺美术汝瓷厂不远，从小她就对汝瓷技
艺充满向往，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
到汝瓷厂工作。

1982 年高中毕业的张玉凤虽然考上

了洛阳艺术学校，但因为心里对汝瓷的
痴迷和热爱，她毅然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一心想去汝瓷厂上班做汝瓷。通过努力，
1984 年张玉凤被招工到汝瓷厂。

张玉凤从学徒工干起，学习刻花、雕
刻、捏塑，不懂就学、不会就问，她不怕

脏不怕累，虚心向每一位老师请教，两

次去景德镇陶瓷学院进修。经过几年的
刻苦钻研，张玉凤从学徒工到技术员，
从质检员到技术骨干，逐渐熟悉并掌握
了汝瓷制作技艺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
细节。

汝瓷厂辉煌时，全厂有职工 2600多人，

年产值近 2000万元，是汝州市的支柱企业、

明星企业，更是汝州市的税利大户，汝瓷研究

成果也收获颇丰。1997年企业改制，曾经创造

过无数辉煌历史的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

随着改革浪潮的推进，一夜之间停工停产，一

大批工人纷纷下岗回家。

1998年初，失业在家的张玉凤不甘心

汝瓷在企业改制中没落，她找到曾在汝瓷

厂一同上班的工人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创

办汝州市汝瓷开发中心。随后，几个人合伙

以每年 2万元的租金，租下了厂里 3000多

平方米的厂房，并召集原来厂里的十几位

老员工，新建了一座 2立方米的梭式窑，开

始试烧。

公司成立之初，困难重重，设备陈旧老

化、原料缺失。为使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张玉

凤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带领公司全体员

工不分昼夜修缮厂房，安装调试机器设备，克

服重重困难。终于停火多日的窑炉又被张玉

凤和她的同伴们重新点燃了。

张玉凤说，经过了一次下岗，她们对待

这份工作尤为珍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

位中辛勤劳作。当年，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

努力，年底她们不仅烧制出了豆绿釉和月

白釉民窑瓷器，还烧制出了汝官瓷天青釉

瓷器。

探索汝瓷艺术之美

“汝瓷不仅仅是咱们汝州的名片，更是

河南甚至是全国与世界交流的一张靓丽名
片，我们不仅要把它传承好，更应该把它发

展好。”张玉凤说，古代匠人对完美的追求
有着特别的执着，他们会为了一种意境去
反复琢磨。这个过程很磨心，失败的多，成
功的少，许多成功可能都是来自偶然。她的
汝瓷天青釉就是在一次次反复试烧中成功
的。

接下来，为更好地发展好汝瓷，张玉凤
遍访了我国五大名窑生产制作基地，吸取

各个窑口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融会贯通，积

极探索和领悟陶瓷领域的真谛，从而形成
了宋宫汝窑的典型特色。张玉凤在捏塑、手

拉坯、刻花、调配釉色等工艺上不断推陈出
新，不但成功高仿了汝官窑瓷器，而且先后
研发出天青、卵青、月白、豆绿等四大釉色，
烧制出瓶、尊、炉、洗、碗、盘、兽、人物、茶
具、文具、酒具等一系列汝瓷产品。

2004年根据发展需要，张玉凤先后将
自己的公司更名为宋宫汝瓷厂、汝州市宋
宫汝瓷有限公司和河南省宋宫汝瓷有限公

司；在 2007年获国家技术监督局地理标志
产品质量保护许可；在 2009年获得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宋宫”汝瓷商标。

公司的发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壮大，
产品一经推出，受到业内专家和社会各界
的热烈欢迎。2001年 10月，古陶瓷专家上
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和古陶瓷泰斗耿宝昌
在参观宋宫汝瓷时，对张玉凤的汝瓷作品
给予了极高评价，耿宝昌更是慷慨挥毫题
词“汝瓷之光”，盛赞张玉凤在汝瓷事业上
取得的成绩。

在传承中留住汝瓷的根

杨云超

张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