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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汝州市集邮协会副会长李法亮发布了一

条汝州市申报《鹳鱼石斧彩陶缸》特种邮票的信息后，

集邮群内一片欢腾，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把申报《鹳鱼石

斧彩陶缸》特种邮票的信息，迅速地发送到汝州各相关微信

群，查询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介绍和图片，成了网友们热

读、热议的话题。申报《鹳鱼石斧彩陶缸》特种邮票，对汝州

1 20 万人民来说，是一件盼望已久的事。虽然这离邮票问世还

需一段时间，但陶缸上的那幅国画鼻祖图案，又浮现在眼前，

将我的思绪又拉回 4 0 多年前，亲自见证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

土后的那个时刻。

1 97 9 年正月初八的早晨，时任纸坊公社文化干事的李

建安正在集市买菜，忽然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 60 多岁的老

人不知在说什么。他走近一听，原来是纸北大队一位群众挖

苹果树坑时挖出了不少红陶片。出于职业习惯，李建安立即

上前询问了详情，了解原委后他菜也不买了。回家带上工

具，按照老人说的方位，来到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 60 多米的

一片竹园附近，找到了苹果树坑，他俯身从一个没挖好的苹

果树坑中捡起一堆红陶片，经过拼凑，一个不很完整的尖底

陶缸显现出来。因为李建安曾学过一些文物考古知识，他初

步判断此物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于是他又在苹果树坑

旁精心细挖，把坑的长挖至 560 厘米、宽挖 80 厘米、挖深 85

厘米。经过一天半时间的分类整理，他挖出了红、青两种直

径不一、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 1 3 个，并作了标记，其中

只有标号 1 2 的陶缸上有鹳鱼石斧图案，其余皆无任何图案。

看着陶缸图案，李建安特意拿着仔细端详一遍，发现陶缸边

沿有一条形似三角形的裂痕。

当挖出 1 3 个陶缸时，李建安实在太累了，他不得不停手，

分 3 次把这些陶器运回家中，谁知他对这些陶器进行清理时，

家里人发现了陶缸和尖底瓶里面除了土全是人骨骸。家人认

为晦气，叫他马上弄走。无奈他又用架子车将陶器拉到公社东

院(今韩家祠堂东厢房北头第一间平房内)他的办公室，那时

我在纸坊电影队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一墙之隔，我有幸看到

了这批陶缸。当年人们还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后因住房调整，

他又把这些陶器搬到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在那里放

了好长时间，无人问津。

此后，李建安多次与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

文物妥善安置。1 980 年春节前，临汝县文化馆通知李建安，要

他把这批陶罐拉到馆内保存。李建安高兴极了，他骑着自行车

带上架子车放上陶缸，耗时 90 分钟才到达文化馆大院。时任

馆长张久益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后，

送给他 5 双线手套以资鼓励。

1 998 年 1 月 8 日，我和单位同事出差北京，闲暇之余到

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进馆没多久，距我 2 0 多米处的一个玻

璃橱窗内的陶缸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对俩同事说：“前边

那个陶缸是 1 97 8 年在原临汝县纸坊公社纸北大队阎村自然

村出土的！”他俩还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当我们跑到展

柜前一看，我高兴得泪都流出来了。我激动地说：“老伙计，分

别二十多年，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当我告诉出

差伙伴鹳鱼石斧彩陶缸出土经历后，他俩也高兴得不得了。

从北京回来后，为更进一步了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有

关情况，我查了很多资料，终于知道了这批陶罐在县文化馆的

经历，更清楚地了解鹳鱼石斧彩陶缸的一段传奇。

1 980 年灯节，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机，

时任郑州市书协、美协副主席的张绍文灯节回乡探亲，与本家

侄子张天庆到县文化馆访友时，发现了摆放在院中乒乓球桌

面上的这批陶罐，他快步走上前去，发现了陶缸上面绘有鹳、

鱼、石斧图片。张绍文当即对馆里工作人员说：“陶器上面的

画太有价值了。”并对原物进行了拍照，又让喜爱书画的张天

庆现场描摹，为陶缸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回到郑州后，张绍文分别向有关部门领导作了汇报，并撰

写了一篇题目为《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国宝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论文。文章中写道：“笔者今春灯节返

故乡，在文化馆陈列的这批仰韶文化陶器中，发现了一件陶缸

上绘有一幅罕见的原始绘画，非常惊奇，于是进行了临摹、拍

照，定名为《鹳鱼石斧图》(简称《陶画》)。”并称“这幅原始绘

画，是一件稀有的杰作。”“那自然生动，趣味无穷的艺术形

象，无疑应列入‘神器’中去了。”“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这

幅《鹳鱼石斧图》是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幅绘画。”张绍文

堪称伯乐。因他是发现“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巨大价值和进行

了仔细研究的第一人。

1 980 年 1 0 月 2 8 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

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

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

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县阎村新石器时

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 25000 平

方米，文化层厚约 1 米至 3 米。 1 964 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

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 1 97 8 年

1 1 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

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

器 1 9 件。其中的 1 0 件陶缸中有彩陶缸 3 件，其中一件高 4 7

厘米、口径 32 . 7 厘米、底径 1 9 . 5 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

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

高 37、宽 4 4 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

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

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

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

品。”

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 981 年第一期。正是这

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因此被紧急调运至上级

文物部门后珍藏于河南省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从此走

出了家门，随后荣登中国历史博物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后烧

制而成，总高 4 7 厘米，口径 32 . 7 厘米，底径 1 9 . 5 厘米，敞

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

一副高 37 厘米的、宽 4 4 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整幅

图内容分为两部分，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

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

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

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

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

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 6000 年左右的

历史，在鹳鱼石斧图被发现的 4 0 余年时间里，专家、学者关

注有加，诸如“中国最早的彩陶画”“中国最早的国画”“中国

画的开山鼻祖”等一个个显耀的光环，皆叠加于一身。它呈

现着华夏文化的光辉，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在绘画史

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

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

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

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

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

想。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凭借珍贵的价值，2 003 年 7 月被国务

院确定为 64 件不可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艺术性，国内外专家还在不断探讨

深入研究，从民族艺术而言，它证明了我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

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

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

言，先民们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

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

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

《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

柱相媲美。

面对鹳鱼石斧彩陶缸的今天地位，我想应感谢李建安先

生的执着，张绍文先生的慧眼，感谢研究宣传彩陶缸的所有

人。

汝州市地处中原腹地，文化积淀深厚，是历代郡州治所，

长期为豫西政治、经济、文化重地，境内史前遗址和名胜古迹

棋布星陈，地下、地上文物资源丰富，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彪炳于华夏文明史册。出土文物是地方历史文化的积

淀和浓缩，是对地方厚重文化的充分展示，汝州市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有明确记录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不胜枚举。因为

市内目前还没有一座地方综合性博物馆进行陈列展览，多数

文物存放于上级博物馆中。

1 959 年 9 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骑岭乡大张
遗址发掘出土，石铲、石凿、石斧、彩陶高领罐，深腹罐形陶

翚，双腹盆等文物 800 件，现存于省博物馆。1 97 2 年，洛阳市

博物馆在煤山遗址发掘出土，石斧、石凿、石刀、篮纹罐形鼎、

大口尊、陶甑、高领罐等文物 1 50 件，现存于洛阳市博物馆。
1 97 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煤山遗址发掘出土，
石刀、蚌刀、骨镞、篮纹罐形鼎、方格形深腹罐、鬲、圈足盘、

大口尊、开槽盆等文物近 500 件，存于北京古研究所。
天蓝釉荷叶口瓶是汝州人民熟悉又陌生的出土文物珍

品之一，称其熟悉，是因它以优美的造型，于 1 992 年 1 0 月
1 1 日，作为汝瓷的代表器，复制陈设于汝州市标之上，由此

该瓶也被称作“市标瓶”，并广为人知。说到陌生，则是该瓶

当时共出土一对，一件现藏于汝瓷博物馆，一件收藏在河南

博物院。

1 97 6 年，纸坊公社赵西大队在村南搞农田水利建设开
挖水渠时，意外在地下发现了 2 个“大瓷瓶”，社员们小心
翼翼地把它们挖出后，将其送到了大队部保管。时隔 2 年
后的一天，纸坊公社赵落中学美术老师韩银安去大队部办

事，无意间发现了这对“大瓷瓶”。韩老师觉得这样大尺寸

的瓷瓶很少见，应该比较珍贵，于是就嘱咐赵西大队干部

一定要小心保管好。此后不久，他很快联系到了时任临汝

县文化馆馆长张久益，向其详细讲述了这对汝瓷瓶的外观

和发现经过。张久益听后十分惊喜，立刻赶到赵西大队部

实地察看这对瓷瓶。当时，瓷瓶就摆放在该大队部的办公

桌上，张馆长准备了毛主席著作和白手套作为奖励，慰问

和酬谢了大队干部后，就安全地将这对瓷瓶运回，存放在

临汝县文化馆。荷叶口瓶器物体形硕大，又成对出土，保存

完好无损，实属罕见，很快得到了临汝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他们立即上报河南省文物局，经过文物专家鉴定，定

名为“元代临汝窑天蓝釉荷叶口瓶”，并核定为国家一级文

物。此后，天蓝釉荷叶口瓶被存入 1 985 年成立的汝瓷博物
馆内进行展览，1 997 年河南博物院落成，较完整的一件被

上调至该院珍藏，另一件留存汝瓷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天蓝釉荷叶口瓶高 64 .2 厘米，口径 1 9. 1 厘米，底径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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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体厚重而不笨

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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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蓝釉荷叶口瓶采用刻划、堆塑、印贴、模托等工艺技法制作，工艺复杂、烧制难度，既具宋

代文人雅士儒雅如玉的风韵，也有元代草原雄鹰粗犷矫健的雄姿，充满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是雅俗共赏的汝窑珍品。同时，这也是汝窑器一件巨作，突破了汝瓷形制的惯例。

汝瓷在历史上有“汝不盈尺”的说法，也就是说，受传统工艺和烧制技术的影响，汝瓷很难烧

制出 1 尺以上的器物，主要原因在于其烧制过程中存在有许多难以克服诸如制坯、上釉、烧制等

技术难题。而元代临汝窑天蓝釉荷叶口瓶的出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汝瓷最初的、传统的认

识。该文物的出土，增加了汝州市和汝瓷的知名度，对研究金元时期汝瓷的发展及汝瓷烧制工

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我与鹳鱼石斧彩陶缸的意外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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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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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标全貌图 张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