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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偃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汝瓷刻花技艺的传承人
王延军正忙着制作汝瓷刻花茶具。（上图）在他的工作室里，
百余件图案清晰、釉色清亮、玉质感强的汝瓷刻花碗盘格外
引人注目。

汝瓷始于宋，也毁于宋，位列中国五大名瓷之首。由于量
少、艺绝、色美，汝瓷因稀而贵，真品难得一见。30余年来，王
延军收集众多汝瓷残片，手绘出百余种宋汝瓷碗盘图案，并将
其烧制成品，再现恬淡高雅的宋代汝瓷。

北宋汝瓷，技艺失传
北宋年间，汝瓷深得帝王欢心，专供宫廷。北宋末年，长

期兵灾战祸致汝窑遭劫，汝瓷技艺失传。后窑址出土文物，大
多为瓷器残片。

王延军介绍，汝窑瓷器的造型古朴大方，以名贵玛瑙入
釉，色泽纯而不腻、淡而不寡，被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也
有诗人曾作诗吟诵“千峰碧波翠色来”。汝瓷的器型有碗、盘、
瓶、尊等，尺寸较小。

汝瓷绝妙的色泽、独特的艺术价值，引得后人不断尝试仿
制。从明朝起，历代民间窑场不断烧制，但十窑九不成，仿制
品在造型、釉质等方面总存在一些缺憾。

20 世纪 80 年代，汝州地区开始兴办汝窑，烧造汝瓷。
1984 年，王延军被当地一家汝瓷厂聘请为造型设计师。自
此，他与宋汝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王延军看来，家庭的熏陶对他影响颇深。王延军的老
爷王修业、爷爷王崇光都善描绘、喜雕刻，他的表哥温治安也
常年研习刻画技艺。王延军在接受数年专业美术教育后，拜
表哥为师，学习陶瓷刻画技艺。

变“残”为宝，再烧汝瓷
“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捡汝瓷残片。”王延军回忆

说，刚工作的十多年间，他背着麻袋四处捡残片，家人朋友都
认为他不误正业。有一年严冬大雪，王延军听说有人收藏了
一个残损的汝瓷刻花碗，他步行20多里山路把它买了回来。

这些别人眼中的废品残片，被王延军变“残”为宝。王延
军把捡回的上万片汝瓷残片观察对比，筛选分类，绘出了百余
种宋代汝瓷刻花图案，再现千年之前的汝瓷风华。

2001年，王延军成立了工作室，全身心投入钻研汝瓷刻
花技艺。宋汝瓷刻花技艺与其他瓷种的贴花和颜料画花不
同，它是在素坯上，用刻刀刻出线条流畅、层次清晰的图案。
根据施釉的厚薄，经高温窑变后，呈现出深浅变幻的色泽、丰
富立体的雕刻效果。

“汝瓷烧制难度很大，一件精美的汝瓷需要经过制浆、练
泥、拉坯、刻花、施釉、二次烧制等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
不容差错。”王延军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拉坯修坯技巧、刻花
刀法训练，数不清的天然坯釉料配制、烧制试验后，2016年，
王延军终于成功烧制出了百余件汝瓷刻花碗盘，一一再现了
他绘出的那些刻花图案。

知名陶瓷专家称王延军的这套作品填补了古代汝瓷在装
饰艺术上的空白，代表了宋代装饰图案的基本风格，对现代艺
术图案设计、装修等都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培养人才，发展产业
这些年，王延军发表了多篇关于汝瓷的专业论文，并参加

了不少国内外大赛，他的作品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赞赏和认可，
被誉为“承延传统，领军瓷艺”。

前不久，他在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统工
艺比赛中，凭借现场雕刻的白莲出水纹饰盘获得陶瓷成型项
目第二名的好成绩，是我省取得的最好成绩。

目前，王延军正在将宋汝瓷刻花技艺申报洛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同时积极对宋汝瓷刻花图案、技法进行编录，打算
出版一本关于宋汝瓷刻花技艺的专著。

“非遗传承人培养是非遗传承的核心，要加强对传承人的
培养，提高社会对传承人的价值认知。”王延军说。他的女儿
王琳美术专业毕业后，一边在工作室学习刻花技艺，一边帮忙
宣传销售。此外，他还不断招收学生，培养后备人才。

未来，他计划通过参加国内外竞赛、展览等方式，进一步
加大对宋汝瓷刻花技艺的传播力度和范围，扩大知名度。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卞俊强 文/图
（感谢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采访提供的

帮助）

这是一个被洛河润泽了千年的城市，
这是一个接纳了洛河之水创造的文化和文
明的城市，这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推
进了人类发展进程的城市，这是一个有着
千年辉煌和千年沧桑的城市。她居于洛河
之北，名叫洛阳。

今偃师市市区东南方向大约 5 公里
处，有一个杨柳成荫、风景优美的村落，名
叫杨村，以古时此处为“杨柳渡”而得名。
伊水由西南、洛水由西而来，在杨村西侧交
汇，绘出了著名的偃师古代八景之一“伊洛
合流”。“伊洛合流”处，四周都是开阔平坦
的膏壤沃野，除了洛河，还有其支流伊河、
涧河、瀍河等众多细脉支流，凝聚了一路上
的山川灵秀、天地正气、日精月华，在漫长
的岁月里冲积而铺展、塑造出来的一方宝
地，名叫“伊洛平原”，也称“洛阳平原”或

“洛阳盆地”。
由“伊洛合流”处向西，在伊洛平原的

怀抱里，依古洛水先后营建了多座古代都
城，这多座都城曾是当时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世界上的中心或中
心之一，代表着当时中华文明发展所登临
的高度。在伊洛平原之上，今洛水之滨，大
体东西一线，保存下来的五处古代都城遗
址，更是凝聚了伊洛平原的历史、文化和贡
献，凝聚了中华文明发展史。

洛水之北是洛阳

三 东周王城

四 汉魏洛阳故城

◆项目：宋汝瓷刻花技艺
◆级别：偃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王延军

“人文河洛”系《洛阳日
报》品牌之一，让我们在这里
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
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宋汝瓷刻花技艺：

手刻千年风华
再现汝瓷之雅

1959年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
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位于偃
师市翟镇镇二里头村一带的二里头遗址。该遗
址范围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通过近半
个世纪的持续发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我国
最早的宫城遗址，它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平
面略呈长方形，面积10万多平方米，四周有墙，
墙外有环城大路，宫城内分别以一号宫殿、二号
宫殿为核心，并有明确的中轴线。近年发现的
三号宫殿建筑基址，早于一号宫殿基址百年左
右，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另
发现有墓葬、手工业作坊等。

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由 2000 余
片绿松石组成，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
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里发现的双轮车辙，证
明距今3700年左右，我国已有了双轮车；这里
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这里
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有数十例，有学者认为有
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

古本《竹书纪年》说：“太康（大禹之孙）居斟
鄩（zhēn xún），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
书纪年》说：“仲康（太康弟）居斟鄩。”斟鄩就是
今天偃师的二里头村，夏都斟鄩就是最早的洛
阳城。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
规划的都邑，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洛阳城由此被誉为“华夏第一王都”。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自此先
后有13位周王、215年以王城为都。20世纪
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今洛阳市
王城公园一带的涧河两岸，找到了沉睡地下两
千多年的东周王城遗址。

该遗址平面略作正方形，其西北角在今东
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洛阳火车站东约1公里
处，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已被
洛水冲毁，整个王城周长约在 15 公里，与晋

《元康地道记》的记载基本吻合。
据记载，王城四面各有3个城门，共计12

门，传说成王定鼎洛邑的“九鼎”便是由东门
“鼎门”入城的。每座城门均置 3 条道，道宽
20步，中为车路，男女分行右左；城内有经、纬
路各9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宫之左建
祖堂宗庙，王宫之右建社稷神坛，前置朝会诸
侯群臣的殿庭，后辟商业贸易市场。城南30

里有明堂。不过这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前朝
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和考古发掘的结
果并不完全吻合。

发掘资料显示，当时重要的宫殿、祖庙、社
坛等，分布在城址的中部或偏南部。在城址西
北部，发掘到大面积烧制陶器的窑场。在窑场
的东面，可以找到大量的曾经锉磨的骨料，很
可能是当时加工骨料的地方；再向南则为石料
场。在瞿家屯村东北，发现有战国时期的粮仓
遗址，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此外，这一带还
有青铜器的作坊遗址。

在城址的东北部及城郊，发现有东周时期
的大墓多座。1957年发掘的一号墓，曾遭二
次盗掘，残存随葬品有铜车马器、玉器等，其中
石圭上有“天子”字样。进入21世纪，在洛阳
市区中心又发现了大型车马坑“天子驾六”遗
迹，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这
两句诗出自唐代杜牧的《故洛阳城有感》，题中
的“故洛阳城”，指的就是曾经作为东周、东汉、
曹魏、西晋、北魏诸代都城的“汉魏洛阳故城”。

该故城距今洛阳老城东大约15公里，在
白马寺、今洛阳市洛龙区、偃师市、孟津县相毗
连处。北负巍巍邙山，南临千古洛水，蒿榛丛
莽的古城垣断断续续逶迤在伊洛平原之上，勾
勒出故城内城遗址的宏伟轮廓。

该城初建于西周。东周前期建都王城，至
周敬王时迁都于此，谓之成周。秦封吕不韦为
洛阳十万户侯，以此城为三川郡治，再次扩建
此城，从而奠定了西汉洛阳城的规模。之后东
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皆以此城为都。公元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相继迁都邺
城和长安，“故洛阳城”渐渐破败，至唐太宗贞
观年间最终废弃。

东汉、曹魏、西晋时的洛阳城，大约东西六
里，南北九里，古人称之为“九六城”。考古调查
表明，其遗址是一个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整
个城周长约 14 公里，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
全城共有12座城门。宫城位于这座城内。

北魏时，在汉、魏、晋洛阳城外增修了外郭

城，从而使原汉、魏、晋洛阳城变成了内城，形
成了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组成的基本结构和
布局。外郭城东西长 10 公里，南北宽 10 公
里，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古代都城。宫城
位于内城中北部偏西，其平面为长方形。在南
垣处，发现了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该门形制
独特，即带有双阙的都城宫城正门，其独特的
门阙建筑形制为以往考古资料所未见。宫城
西部是殿堂区域，发现了“金銮殿”，即北魏太
极殿基址。

在汉、魏、晋洛阳城南郊，有著名的礼制建
筑“三雍”明堂、灵台、辟雍，还有规模宏伟的洛
阳太学。太学创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
元29年），是世界上有迹可寻的最早的国立大
学、研究生院，在校太学生曾有三万余人，这也
为当时世界所仅见。

汉魏洛阳故城，对后世国内城市如隋唐洛
阳城、长安城，以及邻国如日本都城的规划建
设有重要影响，有研究者称，日本的藤原京即
仿照北魏洛阳城规划而建。1961年国务院公
布其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6月，汉魏洛阳故城内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五 隋唐洛阳城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及五代梁、唐、晋的
都城，位于今洛阳市西工、老城、瀍河、洛龙区
范围内，由外郭城、皇城、宫城以及东城、含嘉
仓城、圆璧城和曜仪城等小城构成，规模宏
大，布局有序。1988年国务院公布该遗址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其定鼎
门遗址（含宁人坊、明教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该城的外郭城南宽北窄，平面略近方形，
周长约 27.5 公里，除西城垣未设城门外，东、
南、北三面共开8门，其中定鼎门是隋唐洛阳
城的正南门，门址宽28米，遗址位于今洛龙区
赵村西。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的里
坊布局，各里坊面积一致，约 0.5 平方公里。
定鼎大街是南北主干大道。

皇城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为百官衙署之
所在。皇城正南门端门遗址，位于今定鼎路东
侧，周公庙大门西南侧。著名的上阳宫位于皇
城西南城外，女皇武则天生前常居此宫，最后
病死在这里。

宫城在皇城北部，整个城址近方形。宫城
正南门应天门，隋称则天门、紫微宫门，唐称应
天门、神龙门、五凤楼。武则天时期所建明堂
遗址，位于今中州路与定鼎路相交的东北角；
天堂建筑基址，在定鼎北路和唐宫路交界处。

明堂、天堂均已进行保护性修复展示，形成洛
阳另一处人文景观。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诏开通
济渠，自西苑引谷水、洛水，沿隋唐洛阳城内今
洛河、东汉阳渠故道入黄河，为洛阳盆地的漕
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
的中心、物资集散中心。

这些遗址无声地记录的是一代又一代帝
都的兴盛与衰亡，临这些遗址而存在的那条洛
河，更是见证了世事的沧桑巨变，见证了历史
从野蛮向文明的迈进。“大川东去几千秋，百代
兴亡一水流”，正是这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
被人们美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河，缔造了洛阳
平原，缔造了洛阳城！洛河与我们民族的母亲
河黄河握手拥抱，缔造了河洛大地。炎黄二
族在这里横空出世，他们是孕育、形成华
夏族的主体族群，他们缔造出了河洛文
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华裔华胄的
血脉之根、文化之根。在这里诞生、
在这里生活过的王侯将相、才子
佳人都被雨打风吹去，而那些
遗存下来的文章中的千古佳
构、唐诗宋词中的千古绝
唱、那些薪火相传的文明
之光，照耀千秋。

□徐金星

一 夏都斟鄩

1983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受命勘查一项基
本建设工程拟选厂区（首阳山电厂）时，石破天
惊，在今偃师市区西部，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
公里处，发现并发掘了一座规模宏伟、保存相当
完好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该城址从外向内由大城、小城、宫城三部分
组成。小城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城
内街道纵横，王宫、府库、兵营以及城门建筑林
立，可以确认是商灭夏后所建的首座具有都邑
规模的城址，这座小城也因此被定为考古学上
夏商年代分界的“界标”。

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遗址
平面略呈长方形，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遗址
四面皆有城墙和城门。

宫城位于小城中央偏南，由宫殿区、池苑
区、祭祀区三部分组成。宫殿区在宫城中南部，
池苑区位于宫城北半部，已发掘出完整的石砌
水池和与之相连接的水渠，是我国考古发现的
最早的大型人工引水造景工程。在宫殿区与池
苑区之间，发现了专供商王举行祭祀活动的“大
灰沟”遗迹。

《括地志》曰：“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kù）
及汤所居。”偃师商城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
右，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结合
文献记载，可以推断为汤都西亳遗址，前后沿用
200余年。

二 商都西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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