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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青云破处
——新安北冶寻柴窑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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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
迎面相逢互不让
皇帝劝解分道行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分道扬镳（biāo）
【人物】北魏孝文帝
【释意】亦称分路扬镳，镳指马嚼子两头

露出马嘴的部分，扬镳就是提起马嚼子，驱马前
进。该成语原指分路行进，后比喻人们因为志
趣、爱好、目标等不同，而各走各的路或各干各
的事。

【出处】《北史·魏诸宗室·河间公齐传》：（元
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与御史中尉李彪
争路，俱入见，面陈得失……高祖曰：“洛阳，
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
路而行。”及出，与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

柴窑，是五代后周世宗时期
的御窑。古玩行已悄然兴起“柴
瓷探寻热”，因为柴瓷是瓷中的

“皇后”，拥有柴瓷，才算是陶瓷的
顶级收藏者。关于柴瓷的窑址，
大家莫衷一是。根据文献记载和
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柴瓷的窑址
为后周西京洛阳，现位于新安县
北冶镇柴胡沟的山岭溪水边。

有人说，柴瓷是谜一样的“古瓷贵族”。清代
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柴汝官哥定，宋窑之名
也。元美曰柴窑，柴世宗进御。”柴窑、汝窑、官窑、
哥窑、定窑被称为古代五大名窑，据明代史学家王
世贞（字元美）考证，柴窑是后周世宗（又称柴世
宗）时的御窑。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载：“柴窑
制作精美，釉色与一般瓷器的绿、黄等色不同，位
居诸窑之冠。”

古人称柴瓷“珍逾星风”，极言柴瓷之珍贵。
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柴窑最贵，世不
一见。”清代郑方坤《五代诗话》载：“柴窑最古，今
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翠玉）同价矣。”清代兰浦、
郑廷桂在《景德镇陶录》中说，柴瓷久不可得，得到
残件碎片，也当珍宝，用作服饰、帽饰。

民国著名收藏家赵汝珍在1943年出版的《古
玩指南》中写道：“故宫原有柴瓷数件，故宫文物南
迁后，一件不存。柴瓷除碎片外，绝无一件存在社
会。就是柴瓷碎片之价值，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
前，也须四五百元。自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古玩市
场已不见柴瓷片交易。”赵汝珍是柴瓷的最后目击
者，从此柴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谜一样的“古瓷贵族”

后周世宗柴荣曾赋诗赞美柴窑御瓷：“雨过天青云
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其中的“雨过天青云破处”，一
语道破了柴瓷的特点，即柴瓷是“天青色”，属青瓷系列。

《格古要论》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曹
昭创作的文物鉴定类图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
定专著，也是最早著录柴瓷的著作。该书载：“柴窑出
北地，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
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就是说，柴瓷的釉
是天青色，如青玉之滋润，有细纹开片，“足多粗黄土”
指大多数的柴瓷，底足厚重，涂有黄色的护胎釉。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清代无名氏《南窑笔记》对
柴瓷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
如磬。”其中前两句指的是釉色，后两句指的是胎体。
其釉色如青天之碧蓝，如铜镜之明亮，其胎体极薄，叩
之如金石之声。

后周世宗当政甚短，所烧瓷器有限，绝佳者也极
少，加之其“薄如纸”而易碎，宋时已极难得。明代严嵩
父子，经过数十年搜罗，仅得十余件柴瓷，真伪尚不能
确定。清代皇宫所藏的几件柴瓷，乾隆皇帝视为珍宝，
并分别为其赋诗，极赞其如玉之品质。

柴窑窑址在何处，大家莫衷一是。清康熙五十年《御
定佩文韵府》“柴窑”条引《格古要论》说：“器出北地河南、
郑州。”这里的“河南”指河南府，即洛阳地区，“郑州”指开
封府郑州（不辖县）。有人把“河南、郑州”误断为“河南郑
州”，据此认为柴窑在“河南省郑州”，这是极不严肃的。实
际上，《格古要论》原文只言“柴窑出北地”，后边并无“河
南、郑州”四字，因此《御定佩文韵府》为误引，不足为据。

其实《格古要论》载，“汝瓷出北地”，可见“北地”
一词指的汝瓷所在的豫西地区。对“北地”之说，有人
将其释为古代位于陕甘宁一带的“北地郡”，进而把耀
州窑说成柴窑，更是穿凿附会。

柴窑属青瓷系列之官窑，其窑址必须从青瓷制作
中心和唐、五代官窑所在地寻找。这个地方只有一个，
就是洛阳。

洛阳是青瓷文化之根。洛阳出土很多西周时期的
原始青瓷，质地坚硬，外表着青色或黄色的釉，有光
泽，叩之有声。从1985年以来，在北魏洛阳城出土了
一批有价值的古代文物，其中北魏青瓷器尤为重要。

清代《景德镇陶录》载：“洛京陶。亦元魏烧造，即
今河南洛阳县也。初都云中，后迁都此，故亦曰洛京所

陶，皆供御物。”《唐六典》载，“河南府贡瓷器”。河南
府，即洛阳。可见，从北魏到唐代，洛阳一直是御制陶
瓷的生产中心，为历代官窑所在地。五代承隋唐之余
绪，洛阳仍为京畿重地，没有理由将官窑设在别处。

后周官窑即柴窑所在地，正是在洛阳新安北冶
镇。目前洛阳发现的最大的古瓷窑群，分布在新安县
北冶镇柴胡沟（当地人也称“柴货沟”）。其境内有一条
流入黄河的小河，全长不足八公里，河的两岸为分布
瓷土和蕴含矿石的低山；周围的十余个小村子，分布
着近百个古窑址，年代从唐代延续至元代，在这里可
以找到唐代至元代的瓷器标本。

新安窑的年代可分三个时期：唐五代时期、北宋
时期、金元时期。在五代时期的一些窑址中，发现一些
极薄的青瓷片，与文献中记述的“青如天，明如镜，薄
如纸，声如磬”的柴窑特点完全一致，这里确定无疑的
是后周柴窑遗址！

新安窑北宋时期的瓷器中，刻花装饰工艺精湛，
图案清新富丽，在同类窑中工艺出众。产品以犀利的
刀锋、流畅的线条，在同一件制品上内外刻花，这说明
它传承了后周柴窑精湛的制作工艺。

玉一般的胎体釉色

神秘柴瓷出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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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官窑选址在北冶镇绝不是偶然的。首先，毗临黄
河漕运古道，交通便利；其次，经济繁荣，自汉代起这里的
冶铁、铸造等手工业就很发达，唐代时这里陶瓷业非常兴
盛，多能工巧匠；最后，矿产资源丰富，做胎用的瓷土和做
釉用的长石、石英、滑石等矿物原料有既广且深的分布。

更重要的是，后周官窑的选址与后周皇帝柴荣的
个人经历有关。柴荣是五代后周建立者郭威的内侄和
养子。五代包括五个朝代，即大唐灭亡后建立的后梁、
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期共54年，以洛阳、开封为
都。柴氏家族本居于邢台，为商业巨族，后唐时柴氏家
族在柴翁带领下迁居都城洛阳。

柴翁有一子一女，其子柴守礼，其女柴氏。柴氏嫁
给了后唐皇家卫队的一名士兵，名叫郭威。柴守礼娶
妻，生一子，名叫柴荣，由郭威和柴氏收养。在后晋、后
汉时期，柴氏家族用庞大的产业支持郭威建功立业。
柴氏从事的主要产业是瓷器、茶业和丝绸。当时洛阳

产瓷的主要区域是新安县北冶镇，柴氏垄断了这个地
区的瓷器产业，因此民众又称此地为“柴货沟”。

郭威从一个列兵成为后汉宰相，最后成为后周的
开国天子。郭威传位于养子柴荣，即后周世宗。柴荣在
即位前，基本在洛阳生活，他对洛阳的瓷器很熟悉，即
位后在“柴货沟”一带建立官窑，从事瓷器的生产，这
种御制瓷器就是柴瓷。

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停止了柴瓷的生产，但
是在京西路（今洛阳）建立了宜阳官窑和钧官窑，用的
仍然是柴窑的工匠，因此宜阳瓷、钧瓷和后来的汝瓷
继承了柴瓷的工艺，仍属青瓷系列，如汝窑之淡青、豆
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之作。

柴瓷是洛阳瑰丽陶瓷史上惊鸿之一瞥，其厚重的
文化需要进一步挖掘，不可估量的文化产业价值需要
认真审视。传承洛阳柴瓷文化，恢复洛阳柴瓷的生产，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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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迁都中原 洛阳令恃宠而骄
公元493年起，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名，将都城从

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曹魏故都洛阳。在洛阳，他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行
均田制、改革鲜卑旧俗、实行汉化政策等，大大促进了
各民族的大融合。

成语分道扬镳的故事，便发生在处以改革中的洛阳。
在孝文帝时期的北魏宗室中，有一个人原叫拓跋

齐，后更姓叫元齐，他颇富韬略，领兵有方，骁勇善战，
曾建下了灭赫连夏、北燕等的不世奇功。孝文帝论功
行赏，封他为河间公。

元齐有一个儿子叫元志，他聪慧过人，饱读诗书，
才华出众，能力超群。孝文帝很赏识这个元志，任命他
为洛阳令，主掌洛阳地方政事。北魏迁都后，洛阳地位
陡升，贵为一国之都。从此，元志开始恃宠而骄。

二臣相逢不相让 皇帝出谋分道行
作为洛阳令，元志常常不把一些达官贵族放在眼

里。一天，元志外出游玩，恰巧碰到一个名为李彪的官
员，乘坐马车从对面飞驰而来。

李彪，也非一个简单人物。他字道国，儒生出身，
精通典章，深得孝文帝信任，作为御史中尉，居住在洛
阳东阳门外的昭德里，官位比元志高出许多。

按理说，官小的元志应该先让李彪过去，可他偏不
让路，双方由此僵持下来。

李彪见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责问元志为何不让
路，元志说：“我是都城洛阳的长官，你不过是编入洛阳
户籍中的一个住户，哪有长官给辖下住户让路的？”

两人相持不下，便来到孝文帝那里评理。见到孝
文帝，李彪先开口说话，称自己是御史中尉，官职比洛
阳令大多了，元志作为一个地方官怎敢与他对抗。

元志丝毫没有愧色地说：“我是国都所在地的长
官，住在洛阳的人都在我的管辖区内，御史中尉李彪也
不例外，应该给我让道才对。”

孝文帝听后笑着说：“我觉得你们各有各的道理，
如果分开走，各走各的，不就行了吗？”

皇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两人听后连连称是。于
是，元志和李彪从朝廷出来后就拿着尺子，将经常通行
的道路进行了丈量，各取一半，各走各的道。此后，“分
道扬镳”一语便逐渐流行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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