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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從商代就掌握

了原始青瓷的燒製技

藝，是中國原始青瓷的重要發

祥地，文獻記載，在五代時期

鄭州更是燒造出了精美絕倫的

柴瓷，其釉色青如天、明如

鏡、薄如紙、聲如磬。明代人

所著《新增格古要論》中專門

記載「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

州」。然而，自五代後，鄭州

窯柴瓷就神秘地消失了,尋找

和復燒鄭州窯柴瓷成為一代又

一代考古人和陶瓷人的夢想。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劉蕊

在日前鄭州市政府公布的鄭州市第七批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項目中，鄭州市

青瓷燒製技藝名列其中。鄭州窯青瓷燒製的
古老技藝曾一度失傳，如今得以重放光彩，
作為該項技藝非遺傳承人的孫軍講述了尋找
並恢復該項技藝的艱辛。

在文獻中找「線索」
二十世紀90年代，孫軍在平頂山市寶豐
縣出差中，偶然了解到那裏可能是汝官瓷的
所在地，因為當時還沒有發現汝官窯，千百
年來也一直困擾着考古界，這讓他十分好
奇。在那裏，他見到了寶豐清涼寺遍地的古
代汝瓷殘片，並深深為之震撼。「遍地的汝
瓷殘片，田間地頭到處都是，八九百年過
去，地上的殘片還沒有被清理乾淨，這其中
得有多少有關瓷器的信息和未解之謎。」孫
軍感慨道。
清涼寺，這個汝官窯的生產地，孫軍一次
次來到這裏撿拾到了大量瓷片，足足有上萬
片。幾年之後的2000年，考古人從這裏揭
開了汝官窯的神秘面紗。而從第一次來到清
涼寺後，孫軍就開始了對瓷器知識的鑽研。
孫軍對於河南的兩大名瓷——鈞瓷和汝瓷

頗有研究，他的鈞瓷作品多次獲得各類大
獎，作品還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後來，
他又歷時三年完成30萬字的專業書籍《中
國陶瓷名釉》。正是在編寫《中國陶瓷名
釉》期間，孫軍從文獻中發現了「柴窯器出
北地河南鄭州」等關鍵記載。柴窯，因技藝
精湛、做工精美且年代早於現在稱謂的宋代
五大名窯而被視為古代名窯之冠，可惜的
是，柴窯的窯址和標本至今沒有被發現，文
獻中有關柴窯的記載也只有寥寥數語。這些
隻言片語，為孫軍搜尋柴窯提供了線索。

認定柴瓷即鄭州窯青瓷
在找尋柴窯的過程中，孫軍發現，柴窯的
特色為「青如天、明如鏡、聲如磬、薄如
紙」。即柴窯的顏色為青色，「雨過天青雲
破處」，釉色滋潤細膩。為了研究何為「聲
如磬」，孫軍專門找來唐代的磬，敲擊產生
一種清越悠遠的聲音。孫軍介紹說，磬，古
代用於歷代帝王、上層統治者的殿堂宴享、
宗廟祭祀、朝聘禮儀活動中的樂隊演奏，成
為象徵其身份地位的「禮器」，古人用磬來
形容柴瓷，顯示其尊貴性。再加上《新增格
古要論》中有關「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州」
的記載，孫軍從鄭州域內、黃河岸邊尋找可
以當瓷器坯土的材料，還無數次登上嵩山，
返回後，按照古代製作技藝進行研磨配製，
終於形成了目前的天青釉、正碧釉等優美釉
色。孫軍現場展示了鄭州窯青瓷的「薄如
紙」，用燈光照射青瓷杯裏，在杯子外側可
以看到隱隱透出的燈光。
至於恢復燒製鄭州窯瓷器為何命名為「鄭
州窯青瓷」而非「柴瓷」，孫軍表示，他通
過研究各種史料得出這一結論，比如《舊五
代史》記載，柴榮從小過繼給姑父郭威，被
郭威收為養子，改柴榮為郭榮，直到宋代第

二位皇帝宋太宗時文獻才
開始大量出現柴榮稱謂。
而且，用皇帝過繼之前
的姓命名一個窯口不但
是不可能的，也是大逆不
道的。
在孫軍搜尋各類有關鄭州

窯的信息時，曾得到不少人的
幫助。一位開封的熱心收藏愛好
者，贈送給他一個北宋初期甚至更早
的十分珍貴的陶片，上面清晰地印製了產地
「鄭州窯」二字，這為鄭州窯的存在提供了
有力的佐證。孫軍還尋找到了大量文獻證明
了鄭州窯的存在，也證明了鄭州窯就是明代
文獻才出現的柴窯。
文獻《瓷史》記載：「五代數十年間，其

瓷窯之可考者有五，曰鄭州窯、耀州窯、宣
州窯、南平、越州窯。」名列第一位的鄭州
窯才是其真正稱謂，柴瓷即為鄭州窯青瓷。

恢復鄭州窯燒製
在恢復鄭州窯燒製中，首先要解決鄭州窯

標本的問題。為此，孫軍歷盡千辛萬苦，遠
赴全國十餘個省市的一百餘座青瓷窯口進行
調查，建立了陳列10萬片的青瓷標本博物
館。通過比對分析，還原歷史上鄭州窯的本
來面目。有一次，他得知重慶邛窯在宋代時
期也燒製過一種天青釉瓷器，專門坐高鐵前
去考察，並買回標本進行研究。同時，孫軍
對河南各地古窯址特別是青瓷窯口反覆考
察，從鞏義到汝州，從汝州到魯山，往返不
下數十次。
為讓失傳千年的鄭州窯青瓷燒製技藝得到

重新呈現，孫軍在鄭州市黃河邊投資建造了
佔地面積4000平方米的鄭州窯和鄭州青瓷
恢復燒製項目。
為尋找陶瓷原料，孫軍一次次深入到鄭州
西部深山丘陵區，扛回各種瓷土，在鄭州窯
進行了數百次的試驗。功夫不負有心人，孫
軍對鄭州窯青瓷的不懈努力，復燒出一系列
精品，使這一精美絕倫的陶瓷藝術再次重現
人間。
在鄭州窯展廳裏，100多種典雅精美的青

瓷藝術品，美輪美奐，巧奪天工。2019年，
鄭州窯被列入鄭州市重大文化產業項目目
錄、黃河文化博物旅遊重大工程；2020年，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民間文化研學旅行傳習
所落戶該院；2021年，鄭州窯先後榮膺鄭州
市第七期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項目和河南省
第七批中原貢品保護名錄。

鄭州窯青瓷恢復燒製

在河南朱仙鎮的木版年畫中，周世宗柴榮
被刻畫成了「財神爺」的形象，這與「柴王
推車、日進斗金」的俗語密不可分。柴榮在
登基之前，以經商為業，在河北邢台與河南

鄭州之間往返，販賣各種商品。柴榮對瓷器很有研究，把瓷器
的燒製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再加上一車貨賣一斗金的俗語，後
人推斷柴榮所販賣的正是貴重的瓷器。
柴榮是後周太祖郭威的養子，郭威去世後繼承帝位，當時名
「郭榮」，據孫軍介紹，「柴榮」的叫法，是從宋太宗以後大
量使用的，原因是宋朝的皇帝為了增強趙氏奪取帝位的合理
性，刻意強調柴榮本姓柴，而不是姓郭。因此，柴榮所創立的
窯口，後世也被成為柴窯。

孫軍表示，當初他在古書中看到「鄭州」二字時，非常激動
也感到由衷地自豪。「柴瓷在瓷器界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充滿
神秘感，如果其窯址在鄭州，是一個鄭州瓷器人莫大的榮
幸。」孫軍說。恢復青瓷燒製，一直是孫軍作為鄭州人的使
命。同時，他認為，重拾傳統技藝、樹立文化自信，也是匠人
的責任。因此，他把恢復後的鄭州窯定在了黃河岸邊，從厚重
的黃河文化中吸取精神力量。

重拾傳統技藝
在黃河岸邊樹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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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爺」柴榮
與「日進斗金」的成語

非遺傳承人歷艱辛 失傳技藝再發光

◆孫軍講述
青瓷燒製如
何選用材料

◆展示刻有「鄭州窯」三字的北宋陶片

◆展示有關「鄭州窯」的文獻記載

◆◆鄭州窯的青瓷作品鄭州窯的青瓷作品

◆朱仙鎮木版年畫中的柴榮形象
◆燒製青瓷的鄭州窯

《梵相東成——陝西咸陽成任村東漢
金銅佛像特展》日前在漢景帝陽陵博物
院開幕，這也是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首
次面向公眾展出。
2021年5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

陽市成任村發掘一處東漢家族墓地，金
銅立佛像、金銅五尊佛像兩尊金銅佛像
出土於其中的3015號墓。這一發現刷
新了中國古代本土單體佛像的年代上
限，對研究東漢長安地區社會文化、早
期佛教傳播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極為重
要的意義。
本次展覽共分三個單元，圍繞核心展

品——兩尊金銅佛像全面展開。第一單
元敘述成任村東漢金銅佛像考古發掘緣

起與經過，彰顯其科學發掘、年代最早
的突出意義。 第二單元站在世界文明
史視角，以佛教、佛像的起源與發展為
線索，分析成任村東漢金銅佛像的「梵
相」——域外藝術特色；並參照成分科
學檢測結果，強調其「東成」——中國
本土鑄造，以及後世長期延續的此種中
西文化融合模式在佛教造像中的深刻體
現。第三單元解讀成任村東漢金銅佛像
作為專門供奉之單體佛像的特殊屬性，
與中國已發現的各種早期佛像進行對
比，結合古文獻，還原佛教文化在東漢
時期經絲綢之路進入中原、發展成熟，
並進一步傳播擴散，與本土傳統文化和
諧交融的歷史圖景，繼而彰顯海納百

川、博採眾長、「以和為貴」的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精神。根據古代文獻，中國
在東漢至三國時期已出現佛像及其供奉
行為，但以往可確認的早期實物以十六
國為年代上限，成任村佛像的出土刷新
了人們以往的認識。
它們的發現不僅在實物層面填補中國

早期佛像的空白，印證了漢代中原北方
地區佛教傳播、佛像供奉的史實，更是
以文化交融成果的身份，凸顯了古代長
安作為絲綢之路關鍵節點的重要地位。
本次金銅佛像特展展期三個月，後續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將陸續推出與展覽相
關的講座、虛擬展、展覽解讀等系列推
廣活動。 中新社

中國最早金銅佛像首次面向公眾展出

◆「薄如紙」
的青瓷能透光

◆鄭州窯位
於黃河岸邊
花園口鎮

◆M3019出土的延熹元年朱書陶罐
圖：中新社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金銅銅釋迦牟
尼立像（正面、背面） 圖：中新社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金銅
五尊佛像 圖：中新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