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咏娟 校对：国奇 组版：杨燕
人文河洛10

▶▶ 1980年

在洛河上新建洛阳桥
栾川探明大规模钼矿

回顾沧桑巨变
激发奋进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洛大事记（十七）

▶▶ 1981年

洛阳和日本冈山市结为友好城市
洛阳轴承厂研制成功特大型轴承

1月21日，中州东路瀍河桥开工。同年9月建成。
是月，洛宜铁路洛龙公路桥建成启用。
2月22日，市委决定，建立中共洛阳市委政法领导小组。

同年11月，市委决定改政法领导小组为政法委员会。
2月29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洛阳轴承研究所等

单位联合研制成功石油发酵尼龙材料 1 号和 11 号新材料。
此为中国首创。

4月1日，在洛河上新建的洛阳桥开工。此桥位于旧桥下
游30米处，长558.22米。1982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新桥主
要通行机动车辆，旧桥主要行人和供非机动车辆通行。

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在汉魏洛阳
城郊的太学遗址上，清理出土石经残片661块，包括带字残石
96块。

4月，郊区试验地膜覆盖栽培蔬菜技术成功。
5月17日，护送鉴真大师坐像回国观光巡展的日本佛教

界一行6人，自是日至27日分三批来洛参观，并在白马寺从
事宗教活动。

5月20日，市委、市革委召开洛阳市科技成果颁奖大会，
367项科技成果和技术革新项目受奖。

6月2日，市革委发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通知，提倡一对
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6月29日，在栾川县境内探明一个规模大、品位高的钼
矿，储量有200余万吨，居全国之冠。

是月，上海市场百货大楼动工兴建。该楼设计建筑面积
为8000平方米，营业面积为6200平方米，是河南省第二大百
货商店。1983年12月竣工，1984年1月1日正式开业。

9月25日，洛阳轴承工业联营公司成立，东风轴承厂、向阳
轴承厂、轴承专用机床厂和轴承保持器厂参加联营公司。

是月，洛阳市全民所有制单位招工，开始实行文化考试择
优录取的办法，“推荐制”被废除。

上文说到，成熟的陶瓷技术为唐三彩的诞生奠
定了物质基础。洛阳的陶瓷手工业一直很发达，从
春秋战国以来，至汉、魏、晋、隋、唐，洛阳都是制陶
业最发达地区之一。各时代的窑址不但数量多，而
且作坊的规模也很大，据不完全统计，洛阳发现唐
和唐以前的陶窑就有数百座之多，仅西工区一带就
发现近200座，可见洛阳制陶业的兴旺。

洛阳及其周围制瓷业的历史也很悠久。北窑
西周墓葬群就有大量原始青瓷器出土。北魏时，
洛阳烧制瓷器著名的有洛京窑。唐代，河南府是
黄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就是大量生产白瓷的
窑址。在陶瓷手工业如此发达的洛阳及其附近，
唐三彩这一陶瓷新品脱颖而出就水到渠成了。

更为重要的是，洛阳及其附近到处埋藏着生
产唐三彩的优质黏土——白色高岭土和烧制唐三
彩的燃料——木材或煤。这就使得唐三彩的大量
生产成为可能。高西省指出，白色高岭土土质更
细腻、质地更坚硬，而且耐高温，可以说是制作唐
三彩的最佳原材料。离洛阳不远的巩义大、小黄
冶村的唐三彩作坊遗址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兴建起
来的。

李国强介绍，唐三彩的发现轰动中外，但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生产三彩的窑口一直没被发现，直
至1976年，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文物普查，工作人
员来到了洛阳附近的巩义大、小黄冶村，见到了一
条有两个名字的小河。在上游的白冶河畔，工作人
员发现了白色陶瓷，在下游的黄冶河畔发现了烧制
彩陶窑。

由此可见，洛阳之所以成为中国唐三彩生产
的中心之一，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备的技术
条件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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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的独特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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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洛阳日报》再次复刊。
1月20日，洛阳市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加强文物古迹保

护的通知》。
1月24日，一座设备先进的恒温菜库在郊区兴隆寨建成

并投入使用。菜库面积为2000平方米，可贮菜5000吨。
2月 10 日，洛阳矿山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 3 项新成果：

大型露天矿高效穿孔设备 KY—310 牙轮钻机，填补了中国
牙轮机系列中的一项空白；SZG／700 和 SZG／500 型竖井
钻机，是中国钻井能力最大的钻机；ZGLM—4075 共振筛，
是中国最大的分筛机械，也是世界上有数的大型分筛设备
之一。

2月11日，省政府批准成立洛阳棉纺织厂职工大学、洛阳
建筑机械厂职工大学。

是月，龙门石窟、白马寺、汉魏故城、东马沟遗址、孙旗屯
遗址等41个单位被公布为洛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月6日，洛阳市和日本冈山市结为友好城市。
5月1日，洛阳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台址设在周公庙院内。
5月9日，市委决定，建立洛阳市党史编纂领导小组。11

月3日，市委改党史编纂领导小组为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
会，委员会下设征集和编纂两个办公室。

10月5日，新建立的洛阳市教育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第
一期学员为1200名。

10月9日，洛（阳）界（首）公路洛阳至龙门段再次改造开
工。1983年10月完工。

11 月 12 日，洛阳轴承厂研制成功中国最大的 1792／
4250特大型轴承，其外径为5.082米，重量为8954公斤。

12月11日，一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中国一项重要
技术空白的圆盘电报器在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研制成功。

12月26日，市委决定，成立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2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易名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
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是月，洛阳博物馆分为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古代艺术
馆、洛阳博物馆三个单位。 本报记者 贾臻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史料）

唐三彩以其色彩艳丽、造型大气著称，在中国
的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唐三彩盛
行的时间很短，仅仅存在于唐朝，或者说，仅仅盛
行于盛唐时期。

市流散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国强介绍，唐三彩形
成于初唐，武则天至玄宗时最为兴盛，安史之乱后
逐渐衰退。这一观点，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得以证
实：洛阳唐三彩出土多集中于隋唐东都城的四郊，
即城北邙山，城南关林和龙门，城西谷水一带，在偃
师、孟津、伊川等地的唐墓中也多有出土。这些墓
葬集中在武后中宗时期，玄宗中后期以后的唐墓中
很少见到。

为何这短短的时间内，会诞生出唐三彩这么
绚烂夺目的瑰宝？

“这个时期正是唐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
济繁荣的时期。”李国强介绍，唐三彩诞生于唐代
是有其文化渊源的。首先，唐代成熟的陶瓷技术
为唐三彩的诞生夯实了技术基础；其次，唐代盛极
一时的厚葬之风以及对外贸易等带来的广阔市场
促成唐三彩制作技术的快速进步；再次，中外文明
的交流融合又给唐三彩的造型样式、工艺创新供
给了充足的文化养分。“这一切都依托于天时——
大唐盛世的繁荣与稳定。”李国强如是说。

“只有开放的大唐盛世才能孕育出唐三彩！”
洛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高西省也认为，唐朝兼
容并蓄、对外交往广泛，这种特有的文化时期才能
产生唐三彩这种特有的产物。

□温燕

唐三彩在20世纪初被发现之前，被历史遗忘了
一千多年。但一经出土，唐三彩几乎立刻蜚声中
外，被视为顶级艺术品之一……这一传奇式的
转变在让人们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
疑问：这种瑰宝为何只曾盛行一时？为何大
量唐三彩会在洛阳发现？生产唐三彩的窑
在哪里？

关于唐三彩在洛阳首次被发现，
有些学者认为这纯属偶然——因为
修建陇海铁路，才使得唐三彩重
见天日。但也有众多学者认
为，在洛阳发现大量的
唐三彩，有其历史
必然性。

其实，除洛阳外，我国出土唐三彩的地
域十分广泛，可以说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都有唐三彩的发现，如河南、陕西、甘
肃、河北、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湖
北、湖南、广东等省市都有唐三彩出土。但
出土数量最多的，首推洛阳和西安（古称
长安），其中洛阳出土的唐三彩的地点就有
20处以上，所出三彩总计数量近500件。

“这和当时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密
不可分的。”李国强说，洛阳与长安，同为唐
王朝的都城，史称东西二京，特别是武则天
执政的二十余年间，定都洛阳，被称为神都，
地位还在长安之上。

当时的洛阳有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聚
集了大批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富商巨贾
和外国贵宾。他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厚葬
成风。《唐会要》记载：“王公百官，竟为厚葬，
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
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流成俗，下
兼士庶。”不难看出，统治阶级生前和死后的
需要，是唐三彩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长安与洛阳作为唐代中国政治经济与
文化艺术中心，既有人才，又有原料，都具有
大规模的艺术转化能力和艺术处理能力，都
具备大规模生产高度艺术化的制作能力。
而且这两座城市政要显贵众多，所以使用唐
三彩的人也多。更为重要的是，唐三彩制作
要求比较高也比较特殊，所以能够大规模生
产三彩器的地方很少，事实也的确如此，只
有洛阳、长安等少数地方能够制作。

此外，李国强认为，除文化方面的因素
外，经济方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尽
管唐三彩的原料只是泥土，看起来不值什么

钱，但单是烧一匹唐三彩大马，就需要付出
多少人工，多少燃料！至于华贵的唐三彩，
其釉料中不少是价值昂贵的进口原料，这都
不是经济力量不强的地方所能置办起的。
长安与洛阳从古代起便是都城，政商云集，
人才辈出，当然就是最有条件大规模使用唐
三彩的地方。

“洛阳唐三彩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唐三彩
相比，造型更加精巧，色彩更加艳丽，这极有
可能与武则天有关。”高西省则认为，这一现
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武则天这位女皇。也
可能正是武则天身上所具备的既柔且刚的
特质，让那个时代的唐三彩具备了更加独特
的气质，安菩夫妇墓中精美的唐三彩也许就
说明了这一点。

1981 年，考古人员在洛阳龙门发现唐
安菩夫妇墓，墓中出土的120余件（套）随葬
器，包括三彩、陶器、瓷器、金币、石刻等，特
别是三彩数量多、工艺水平高、釉色鲜亮，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唐代考古的重大
收获。安菩夫妇墓中出土的唐三彩正是武
周中后期的作品。

对此，李国强也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
洛阳出土的精品唐三彩集中出现在高宗中
期、武后中宗时期、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这一
现象正好说明洛阳的精品唐三彩是伴随着
武则天而来，随着玄宗而去，或者说，是伴随
着武则天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而来，随着洛
阳政治、经济等地位的衰败而去，“可以说正
是天时、地利、人和具齐才造就了唐三彩的
出现，而洛阳为唐三彩的出现、发展与再次
为人们所发现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本文图片由李国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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