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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贡瓷出寿安
——漫谈宜阳官窑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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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安山下两窑址

洛阳是北宋瓷器生产中心之一，《元丰九域
志》载，“西京洛阳瓷器为贡品”，而洛阳的瓷器作
坊主要在寿安县（今宜阳县），目前发现的宜阳二
里庙窑址、宜阳西街窑址均为官窑。宜阳窑以烧
青瓷为主，兼烧白瓷、白底黑花瓷、黑瓷、黄瓷等。
宜阳窑所产器物，除一部分光素无纹外，刻花和印
花的占绝大多数，为汝瓷系列，兼有耀州瓷特点，
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宜阳寿安山以锦屏山为主峰，
这里风光秀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
寿安山正是生产瓷器的理想之所。

北宋《元丰九域志》载，“西京
洛阳瓷器为贡品”。《宋史·地理志》
载，“河南府贡瓷器”。而河南府（今
洛阳）的瓷器作坊主要在宜阳。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载，司
马光在洛阳十五年中，“多游寿安
山，买瓷窑畔为休息之地”，寿安山
在宋代寿安县。司马光为了旅游方
便在瓷窑旁边买地筑屋，可见宜阳
瓷窑在寿安山附近，是一个非常有
名的地方。

目前在宜阳县发现两个区域
的宋代瓷窑遗址，即二里庙宋代
瓷窑遗址和宜阳西街宋代瓷窑遗
址。二里庙宋代瓷窑遗址位于宜
阳县城关镇二里庙村一带，以烧
青瓷为主，兼烧白瓷、白底黑花
瓷、黑瓷、黄瓷等，是研究宋代汝
瓷的重要窑口之一。遗址共4处：
二里庙村北 1 处，面积约 400 平
方米；二里庙村偏东1处，面积约
400平方米；红窑村北1处，面积
约600平方米；马底村北1处，面
积约400平方米。

宜阳西街窑位于宜阳县城内
西街。1977 年，河南省文物工作
队调查宜阳二里庙宋代瓷窑发

现，宜阳县城西街有窑址1处。因
当地建房，1985年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
考古发掘，发现有窑炉、作坊等遗
迹，出土了一大批瓷片和窑具。西
街窑与二里庙窑烧制品种基本相
同，主要生产白釉瓷、黑釉瓷和青
釉瓷。这里的青釉瓷施釉稍厚，模
印有花卉装饰，构图优美。

乾隆《宜阳县志》载：“德应侯
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
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
享祀。崇宁末年重复修，今废无
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
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年
间（公元1068年至公元1077年），
驻扎在耀州的感德军节度使请求
将窑神封为德应侯，得到神宗同
意，于是宜阳建德应侯庙，因此此
窑烧瓷在熙宁之前。该庙在宋徽
宗崇宁末年（公元 1106 年）又重
修，说明这两个窑区的制瓷业一
直延续到北宋末年。德应侯庙经
历代重修，至今仍存，民众又称其
为祖师庙。

乾隆《宜阳县志》载，另一个德
应侯庙在半壁山，该山是鹿蹄山的
主峰，因为德应侯庙一般修在瓷窑
附近，说明半壁山也是一处窑址。
目前，半壁山窑址尚未发现。

宜阳西街窑出土的白瓷碗底部印有“酒”
字，黑瓷瓶的腹部刻有“京西转运判官、贡奉
酒□□□”铭款，与“酒”字有关。前者是专用
饮酒器，后者为用于盛放贡酒的贡瓷。

“路”是北宋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
设的行政区域，初设十五路，后增设为十八
路、二十三路。以洛阳为治所（古代指地方
政权的政府驻地所在，包括省治、府治、州
治、县治等）的京西路范围很大，基本包括
今京广铁路以西、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等
地。京西路设转运使、副使、判官等行政官
员。从“京西转运判官、贡奉酒□□□”的
铭款来看，宜阳窑为宋代官窑，官窑是指由
朝廷直接掌管，专烧宫廷用器的窑场。

作为北宋官窑，其瓷器质量上乘。1978
年在二里庙窑址中出土了一件白釉黑花瓶，

高22厘米，口径65厘米；口呈喇叭形，细长
颈，下腹外鼓，平底，通体施白釉；绘黑花，颈下
至腹肩绘带纹，腹围绘花卉纹，腹下部绘一道
带纹，是研究宜阳官窑瓷器的珍贵标本。

除这件白釉黑花瓶外，还有两件宜阳
官窑标准器。1970 年在董王庄乡洞子沟
村收集的白釉黑梅花瓶，瓶高44厘米，腹
径17厘米，底径10.5厘米。该花瓶小口、
短颈、丰肩口沿剖面呈三角形；上腹略鼓，
下腹渐收，小平底；外部通体白釉，绘黑彩，
白颈到底绘有三通粗细协调的带纹；瓶身
上部绘缠枝纹，中部绘鸳鸯戏水及牡丹花
卉纹，下部绘大芭蕉纹。1976年在城关镇
收集的琥珀斑天目瓷碗，高7厘米，直径12
厘米，底径4厘米，这两件器物与二里庙窑
址瓷器标本工艺相同，证明其为该窑产品。

官窑选址有多方面考虑，其一是在京
畿附近，其二是交通便利，其三是瓷土优
良，其四是有历代传承的陶瓷制作工艺。
而这四个条件，宜阳全部具备。

宜阳地处西京洛阳近畿，距东京开封不
远，通过洛河和大运河可直达两京。制贡瓷
必用优质瓷土和釉土，瓷土主要成分是高岭
土和化妆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
釉土以石英、长石、硼砂、黏土等为原料，磨
成粉末，加水调制而成，是涂敷在泥土制品
外部的一种玻璃质化合物。而宜阳鹿蹄山、
锦屏山一带有大量优质瓷土和釉土。

更重要的是宜阳有历史悠久的陶瓷
史。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丰富的陶文
化。宜阳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

出土了大量陶器。例如，张午乡苏羊村的苏
羊遗址，其中遗物有红陶钵、缸、鼎、小口尖
底瓶、壶、器座、器盖、盆、线轮等；彩陶有盆、
钵缸；黑陶有豆、杯、小口高颈罐等；主要纹
饰有绳纹、兰纹、划纹、附加堆纹。

从西汉到五代，宜阳陶瓷业一直很发
达。1979 年在韩城镇仁厚村出土的唐三
彩瓶，高领口绿釉，釉彩下流成条状，长短
参差不一，平底、露胎，造型朴实，是实用器
具。1978 年在韩城镇福昌村出土的五代
后梁陶制印模，板长25.5厘米，厚2厘米，
近似方形，板正面刻武士牵马图，背面刻有

“贞明四年七约二十四日耿家新雕制瓦印
板一盒共家用之记”，说明唐五代时，宜阳
陶瓷业已达到较高水平。

宜阳瓷窑为官窑

学术界一般把宜阳窑所烧瓷器定为汝
瓷系列，实际上恰恰相反，汝瓷属于宜阳
窑系列。因为宜阳官窑的初始时间不晚于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 1068 年），一直到
宋徽宗时期，延续至少40年。而汝瓷的烧
造时间仅从宋哲宗到宋徽宗约20年的时
间。《坦斋笔衡》中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
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
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格古要论》
载：“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
蟹爪纹者真。”但汝窑并非局限于汝州，而
是分布在邻近地区。之所以称汝窑，是因
为由这个地方先烧，其工艺是宜阳窑之工
艺。作为官窑，宜阳窑在宋哲宗、宋徽宗时

期烧制的瓷器称为汝瓷也正常。正因为如
此，学术界把宜阳窑称为汝瓷窑口。

宜阳窑在制瓷工艺上，超过了以前南方
所有的青瓷，它发挥了隋唐釉下刻、划和堆、
雕工艺传统，又接受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借
鉴了定窑的印花技术，同时还受到陕西铜川
耀州窑的影响，采纳了支钉托烧的叠烧技
法；集众家之长，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及印
花青瓷的独特风格，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窑
口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工业兴，洛阳兴”。我们应当叫响“宜
阳瓷”的品牌，把打造“宜阳瓷都”、建立宜
阳瓷器产业集聚区作为今后宜阳工业经济
发展的突破口！

相关链接▶▶

文物名称：蓝釉灯
文物年代：唐代
出土时间：1986年
出土地点：洛阳偃师唐恭陵

1998 年出土
于洛阳偃师唐恭
陵的蓝釉灯，是唐
高宗太子李弘太
子妃的陪葬品。因
蓝釉灯外形优雅
和蓝釉工艺罕见，
被考古界称为国
宝级文物，成为考
察唐陵规制的重
要依据。

核心提示

蓝釉灯：
华美蓝釉瓷
陪葬太子妃

1998年1月30日，张少侠等6个盗墓贼将恭
陵哀皇后墓炸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15”恭陵
文物盗案。在盗墓时，第一件被盗墓贼挖出来的就
是蓝釉灯。洛阳和北京两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终
于将参与贩卖的文物贩子逮捕归案。经审讯后警
方得知，恭陵中的大部分文物被卖给了北京、天津
的文物贩子，但是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
卖给了香港的买家。

经过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
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香港买家听闻
后，自知案情重大，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
回，委托中间人将文物逐一退回，并派专机将蓝釉
灯送往内地，蓝釉灯才得以重回故里。 （锐鑫）

失而复得的蓝釉灯

罕见丧葬用品
日前，记者来到洛阳博物馆，看到了这件稀世珍

品。蓝釉灯通高33.6厘米，灯上有小盘，盘中有圆柱形
灯钎（qiān），下有灯柱及一大盘，盘下还有喇叭形圈
足。“蓝釉灯造型精美，釉色纯正，胎质精细，具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洛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说。

蓝釉灯被称为国宝级文物，优美的造型只是原因
之一。它还是全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通体蓝釉器物，极
为难得。

张玉芳介绍，经过专家研究论证，烧制这种蓝彩器
物的呈色剂是钴。针对此种原料的来源，专家推测很可
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代的装饰性原料。由于蓝釉
器物烧制、上色的难度较大，因此，蓝釉在唐陶瓷中使
用很少，之前只有记载，未见实物。

“在唐代，蓝釉灯华美、稀有，被朝廷选为御用明
器，属于高档陪葬品。”张玉芳说。

陪葬则天儿媳
除了工艺高超，这件蓝釉灯的主人也颇有来头。张

玉芳介绍，这件蓝釉灯是唐朝太子李弘的太子妃，也就
是武则天的儿媳裴妃的陪葬品。

李弘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五子、武则天的长子。公元
675 年，李弘暴毙于东都洛阳合璧宫绮云殿，年仅 24
岁。唐高宗听闻后，悲痛异常，诏令将李弘追封为“孝敬
皇帝”，并下令以“天子之礼”将其厚葬在景山，名为恭
陵。在建陵时，建造龙门石窟的能工巧匠也参与其中，
他们费尽心血、精工细作，把恭陵建造得精美无比，俗
称“太子冢”。

李弘死后，他的太子妃裴妃整日愁苦抑郁，次年郁
郁而终，后被追谥为“哀皇后”，陪葬于恭陵。裴妃的寝
陵在“太子冢”东北约50米处，俗称“娘娘冢”。她的墓
室有众多的陪葬品，其中就包括这件蓝釉灯。

本报记者 张锐鑫 实习生 郅泽宇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蓝釉灯

在孟津县城关镇，有个接驾沟村。
有关接驾沟村村名的来历，要追溯到东
汉末年，该村流传着一个历史故事。

相传在东汉少帝时期，以张让为首
的十常侍玩弄权术，大将军何进召西凉
刺史董卓进京，董卓得诏后率20万大军
向洛阳进发，张让等人得知董卓入城
后，担心性命不保，便密谋杀害了大将
军何进，后来张让因此被诛杀。

为保性命，张让挟持了当时年少的
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连夜逃出洛
阳，直上北邙，企图越过黄河，不料被赶
到的官兵截获。混战中，张让自知走投
无路，只好投黄河自尽，但作为人质的
少帝和陈留王并不知道有官兵前来解
救、护驾，以为是害己之人，急忙躲进附

近的草丛中。
少帝和陈留王在草丛中躲了很久，

直到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才小心翼翼
地钻出草丛。此时，少帝和陈留王的衣
服被露水打湿，又冷又饿的两个孩子害
怕极了，抱在一起哭了起来。这时陈留
王好像听到周围有响动，对少帝说：“陛
下别哭，如果让张让听到，回来抓我们
怎么办？此地不宜久留。”

少帝和陈留王相互搀扶，在黑暗中
摸索前进。由于接近五更，夜色正暗，正
当两人不知所措时，突然出现了两束
光，仔细看去，原来是一条花蟒的眼睛。
两人见此更加害怕了，谁知那条花蟒并
无恶意，相反，示意两人朝它眼睛看的
方向走。

在花蟒的指示下，两人发现了一条
蜿蜒小道，顺着小道，找到了一个村庄，
此时，两人早已精疲力竭。他们看到一
户村民的房屋外有一个草堆，便坐上去
歇息，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说来也巧，此时，这间房中正在酣
睡的村民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忽见
两轮红日落于门前，该村民惊醒后赶紧
披上衣服到门外查看，看到两个少年相
依睡在草堆上，便问：“你们是谁家的孩
子，怎么三更半夜在这里睡觉？”

陈留王答：“这是当今皇上，遭遇十
常侍之乱，逃难至此。我是陈留王。”

村民听后大惊，赶忙将少帝和陈留
王迎入屋中，并向村里的管事人汇报。
管事人急率全村男女老幼前来接驾，跪

请更衣用膳。
天亮后，屋外传来嘈杂的车马声。

得知是朝廷官员前来接驾后，少帝和陈
留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与官员抱
头痛哭。见此情景，不少村民不禁落泪。
少帝和陈留王在前来接驾的官兵护送
下，离开了这个小村庄。从此，这个小村
庄被改名为接驾沟村，当时花蟒引路的
地方，也被村民起名为花蟒沟。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李凯斌

接驾沟村：少帝落难至此 村民齐心救驾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宜阳贡瓷之特点

宜
阳
窑
青
瓷
碗
（
北
宋
）
马
宜
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