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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和钧窑是 中 国北方两个重要的窑
“

狻猊出香 ， 亦翡色也。 上有蹲兽 ， 下有仰

址 ， 汝察传世品以天青釉汝瓷为代表 ， 钧窑莲以承之 。 诸器惟此物最精美 ， 其余则越州

传世品以天蓝 、 玫瑰紫 、 海棠红等釉色并刻古秘色 ， 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

［
２

１

， 指出汝

有数字的陈设类钧瓷为代表 。 关于此陈设类窑生产青瓷 。 南宋叶寘 《坦斋笔衡 》 记载 ：

钧瓷的时代 ， 学界有不同观点
［

１

］

。 古代名 窑
“

本朝以定州 白瓷器有芒不堪用 ， 遂命汝州

的考古发掘 ， 多以 寻找传世品 的产地为 目造青窑器 ， 故河北唐 、 邓 、 耀州 悉有之 ， 汝

标 ， 发掘中若找到与传世品同类的产品烧造窑为魁
” ｐ ］

。 这段文字指 出宋代在汝州开始

遗存 ， 则可确定其为某个窑址 。 汝窑和钧窑生产青瓷器 。 明代 《格古要论 》 描写了纹片

的发现、 发掘和最终的确认 ， 都遵循这样的情况 ，

“

汝窑器出汝州 ， 宋时烧者淡青色 ，

轨迹 。 两窑的部分产品在胎 、 釉 、 器形等方有蟹爪纹者真 ，
无纹者尤好 ，

土脉滋润 ，

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薄亦甚难得
”

１

４
１

。 明代 《遵生八笑 》 记载 ：

Ｖ 工 、Ｘ 放 从
、

站 、

番
“

汝整 ， 余 之
，

、

汁￥莖厚女ｎ

一

、 关 献记载堆脂 ， 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 ， 底有芝麻细小

支钉
”［

５
］

， 提到了支钉痕迹为芝麻状 。 ２０世

（

一

） 关于汝窑的主要文献记载纪上半叶 ， 许之衡 《饮流斋说瓷 》 说窑第二

文献对汝窑的描写 ， 随着时代推移内载 ：

“

汝窑在河南汝州 ，
北宋时所创设也 。

容不断增加 。 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汝窑的文献土细润如铜 ， 体有厚薄 ， 汁水莹润 ，
厚若堆

是北宋的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 ， 其文曰 ：脂 。 有铜骨无纹者 ， 有铜骨鱼子纹者 ， 有棕

作者 ： 王睿 ， 北京市 ， １ ００７ １０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

１ １ １（总
１ １ ９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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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隐若 蟹爪纹者尤佳 。 豆青 、 虾青之色居出宝丰清凉寺可作为寻找汝窑的
一

条重要线

多 ， 亦有天青 、 茶末等色 。 无釉之处所呈之索 ｜

１ ２
］

。 １ ９８６年 ， 西安古陶瓷年会上 ， 河南宝

色
，
类乎羊肝 。 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 ，

乃真丰 陶瓷工艺厂展示了在清凉寺采集的 １件灰

物也
”１

６
１

。 由 此可知 ， 汝窑在汝州 ，
北宋创釉瓷洗 ， 引起与会专家的重视 。 上海博物馆

设
， 胎质坚致 ， 釉层厚 ， 有的有纹片 ， 釉色汪庆正即于当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

有豆青 、 虾青 、 天青 、 茶末色 ， 无釉处为暗调查 ， 并于 １ ９８７年出版 《汝窑的发现 》

［
１３

１

，

红色 ， 支钉痕小如芝麻。认定清凉寺窑为汝官窑 （传世品产地 ） 。

以上文献分别属于北宋 、 南宋 、 明代 、清凉寺 窑址位于宝丰县西 ２ ０千米的大

清代以 至２ ０世纪上半叶 ， 文献中分别提到营镇清凉寺村 。 窑址大体分为 四个区 （ 图

“

汝州
”

、

“

汝窑
”

等 ， 多是从文物鉴赏
一

）
， 第 丨 、 ｎ 、 １Ｅ 区主要为 民窑性质 。

的角 度来记载 和评述 。 提到汝窑产地
“

汝第 ＩＶ 区 是生产传世 品天青釉汝瓷 区 ，
时代

州
”

， 对
“

汝窑
”

产品 的胎 、 釉色 、 工艺 、为北宋 时期 ， 分为初期和成熟期 （ 北宋晚

器形等有具体表述
；
对不同时期汝窑及其窑期 ） 。 据不完全统计

， 出 土遗物 中属于成

器的记述大体相似
；
明清时的说法有很多是熟期的各类瓷 片 中 ，

天青釉汝瓷 占 ９９％
， 白

引用前代成说。 关于汝窑的这些文献记载可归釉 、
豆青釉 、 黑釉 瓷和三彩器等仅占 １ ％ 。

纳为汝窗地处汝州 ，
生产青瓷 ， 胎质坚致 ， 釉器类有碗 （ 图二 ） 、 盘 、 洗 （ 图三 ） 、 套

色莹润 ， 釉色尤以天青为贵 ， 釉面有开片和不 ［

￣

７


■滅，


开片两种
，
器底有芝麻状翅痕迹 。１北

（
：贈鹏編

汝窑址的调查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 １ ９３ １

年 ，
曰 本人原 田玄麵河南临汝县调查诸Ｓ＼

＾

／
址

，
采集到大量的所谓

“

北方青瓷
”

（耀州马

窑系青 瓷 ） ， 认为
“

汝窗就是北方青瓷产；□Ｉ

地
”

【
７

］

。 １ ９ ５０年 ， 陈万里先后到河南临汝 、＾＼Ｈ
Ｉ 区｜

宝丰和鲁山调查 ， 曾给予清凉寺印花青瓷产＾
１

品很高的评价
ｗ

。 １ ９５６年
，
洛阳地方文物管＼＼

理委员会对严和店 、 枣园遗址进行调查
ｍ

，＼＼｜ ｜
Ｃ^

采集到
一些Ｍ ， 并发现印 花瓷片 。 １ ９ ５ ８

ｌＬ ｎＪ＾／
年 ，

河南省文化局工作队调查 了临汝县严和

店和大略店 ９处窑址 ， 其中大峪店生产天蓝＼

＾
ｒ ｉＢ

釉和豆绿釉产 品 ， 严和店只 生产青瓷 ， 未＼
见印花与刻花＿ 。

１ ９６４年 ， 故宫博物院冯先＼Ｉ坡

铭
、 叶喆民等人又重点复查了 临汝县严和

＝＝＝＝＝
̄

店 、 大峪店两地 ， 按照采集遗物的特征划分＼
为３处汝縣舰和 ８处钧縣遗址 ［

１ １

］

。 １ ９７７＼

年 ，
冯先铭 、 叶喆民再赴豫細查古瓷窑 Ｄ 第卜 ４次发雛置 ｙ

址
， 偶然拾到 １ 件天青釉瓷片 ， 经化验 ， 与▲第 ５ 

￣

６次发掘位置

＼
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 。 丨

米＼＼
一

、

７（ （

１ ９８ ５年 ， 郑州古陶瓷年会上 ，
叶喆民撰文提图一 清凉寺窑址发掘分区图

．

１ １ ２ （
总 １ １ ９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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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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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
图二 清凉寺窑址出土瓷碗 （

Ｔ２９③ ： １ ３５ ） ；

Ｌ—ｉ３ｍ＾ｍ
１

＾ １＾； Ｍ ＾ ｉ＾ ？ ；＾ １ ： ； １ １ｔ＾ ｉ
；ｔ（Ｃ２：８ ８５ ）

盒 ＇
瓶 （ 图 四 ； 图五 ）

＇器盖 、
盆

、 盡 、 盏：
、

＿

．

＾ ：

：

：

：
４

托 、 碟 、 钵 、
壶

、 熏炉 、 樽 、 杯 、 尊 、 罐 、
＇

＇
；

盒
、
三足筒形器 、

狮子
、 麵和器座等

［
ｉ ４

１

。

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４年 ， 在建设汝窑遗址博物馆展厅ｊ
时 ， 又对宝丰清凉寺汝ｇ进行发掘 ， 发现了ｉ３

年代大约在宋末或金代早中期的素烧器 、 素

烧窑炉 和
“

类汝瓷
”

器物 ， 同时还发现了元；

明时期窑炉及瓷器
［

１ ５
］

０丨＾＾１＾ ．

，
． ．

： ：

，

丨嘗，
—：

从文献记载看 ， 窑址在古代 汝州 范 目

内 、 宋代生产的青瓷器都可能是汝窑器 。 若

结合传世品 的特征 ， 清凉寺的部分窑址的ｆｆｉ ｉ：

产品能和文献对应者才能算作真正的汝窑 。续到元代 ， 产品有白 釉 、 酱釉 、 黑釉 、 青釉

１ ９８７ 
￣

２００２年 ，
从发现少量御用汝瓷到发现御瓷器 ， 仅发现北宋晚期极少量的天青釉瓷 。

用汝瓷的中心烧造区 ， 生产传世品的汝窑址得这些反映出清凉寺窑起初生产各种不同类型

以确定 。 清凉寺窑址第 ＩＶ区出土的天青轴瓷在的瓷器 ， 随着技术进步才出 现天青釉汝瓷 。

产品中 占绝大多数。 该区是汝窑的核心窑场 ，北宋晚期 ， 清凉寺窑从生产普通青瓷的 民窑

即汝窑传世品的产地 。 清凉寺窑址除了生产传 发展成为生产传世天青釉瓷的官窑 。

世汝窑器外还生产其他产品 。 其第 Ｉ 、 ｎ 、 ｍ在汝州 除清凉寺窑址外 ， 还 发掘 了文

区遗存即为民窑性质 ，
时代从北宋早期

一

直持庙 、 张公巷地区 的窑 址 。 １ ９９ ９年 ，
河南省

？

 １ １３ （
总 １ １９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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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现张公巷窑址 ；

２００ ０￣２００４年 ，
进行了

３次发掘 ， 第三次发掘 出土了－批完整或可

复原的张公巷窑青瓷器
［

１ ７
］

。 目前尚 无法断定

Ａ张公巷窑址的确切年代 。 该窑址出土瓷器釉

色分为 卵青 、 淡青 、
灰青和青绿等 。 常见的

瓷器 以薄胎 、 薄釉为 主 ， 釉面玻璃质感较

强
， 有的器物表面布满细碎的冰裂纹 。 胎色

有粉白 、 灰 白和少量浅灰色 。 器形補 （ 图

图六 张公巷窑址出土瓷碗六 ）
、 盘 （ 图七 ） 、 洗 、 瓶 （ 图八 ） 、 壶 、

盡 、 盡托 、 熏炉 、 套盒和器盖等 。 从工艺上

但整体上又额多相似性 ，
所以獅俩者年代

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 从汝州张公巷窑产品的釉

色 、 器形 、 支烧痕迹 、 碎瓷挖坑掩埋方式来

＜ＭＭ看 ， 其可能与北宋的官窖瓷器生产有关
？

。

寻找汝窑之初翻的临汝窑 ， 亦鎌州

境内 ， 产品主要为素面青瓷和印花青瓷 ，
不生

图七 张公巷窑址出 土瓷盘产传世汝窑产品
，
冯先铭最早把这类窑址称作

临汝窑 ’
即汝民窑产品

丨

１９
］

。 目前 ， 临汝窑已经

的 泛 器 汜 吧 １ 、断地Ｈ ｉｕ ｕ ｉ

＼

：

Ｊｎ ＼

；ｎ
：＾ｍ

说 ． 「 Ｉ 年 來 付 于
“

汝 窑
’

＇

的 认识沦 ， 以人 （而

沐 丨 「始％Ｉ 继 而 ｆＵ ：边 界＿ ；

１

．７ｆ找

和 ｒｔ他帘的 集 合 ， 使北宋汝窑 在陶 泛 史 屮 及

ｔ 
白勺己Ｗ

上的名词定义论战 ， 历经青 白瓷 、 北方青瓷

甚至钧窑等阶段 ， 直到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

现才逐渐有所共识
［
Ｍ

］

。

二 、 关于钩 審 的 文献记载

（

一

）

宋元时期的文献对于钧窑无明确记载 。

图八 张公糙址 出土魏＿ 《格古要论 》 及 《格古要论增补版 》 也

（ 图六至图八采 自孙新 民 ： 《 汝州张公巷窑 的发现与 没有提到钧窑 。 目 前认为最早的记录是 《 宣
ｉＡ？ ？ ，？＾ ？ ２〇〇６＾ ７ｆｆｌ ）

德鼎 彝谱 》 中所录宣德三年 （ １ ４ ２ ８年 ） 圣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汝州 市区 内 的 文庙附近谕 ：

“

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

获得少量汝官窑瓷片 ［

１６
］

。 ２０ ００年 ，
在汝州市式典雅者 ，

写图进呈 ， 开冶鼓铸
”［

２ １

１

。 然而

？

１ １ ４（
总 １ １９４）

．



王睿 ： 略说汝 窑与钧窑

在其后 ， 诸卷详释所选鼎彝名称时 ， 并不见

仿钧窑款式的 。 而 《宣德鼎彝谱 》 中并未明

确指 出钧窗时代为宋代 ， 只是说内府减有钧 …

瓷 。 虽有考证 《宣德鼎麟 》 为后人慨ｇＡＭ
震名麵 ， 实际成书于嘉万时期 ， 但只是将 ｍ

成书时代推延至明后期 ， 对书 的参考价跡Ｍ

ｆ
ｉ

ｉ

＇

ｊ

ｒ ｉ ｐ ｃ

２ ：

｜

为古窑或储 ，
而删獅所翻摇船Ｍ

从細元的不少窑 口
， 表明当时人们对钧瓷

的年代认识还是模麵 ， 明代中期以后对钧

窑的描述逐渐具体化 。 清代前期的文献开始

明确将钧窖记为木？ 。 以下略举几例 。

图九 钧台紐出土瓷花盆 （ Ｈ７ ： ８５ ）

明代张应文 《清秘藏 》 载 ：

“

钧州 窑红

若胭脂者为最 ， 青若葱翠色 ， 紫若墨色者次

之 ， 色纯而底有
一

、
二数 目字号者佳 ， 其杂ｒ

色者无足取
”ｉ

２

＼ 明代高濂 《遵生八笺
？ 燕

闲清赏笺 》 载 ：

“

钧州窑 ，
有朱砂红 、 葱翠 ＠

青 （ 俗谓鹤哥绿 ）
、 莉皮紫 。 红若胭脂 ， 青

若葱翠 ， 紫若墨黑 ，
三者为纯无少变露者为

＂＂

上品 ，
底有一 、

二数 目 字号为记 。 猪肝色 ，图
一

〇 钩台紐出 土瓷盆托 （ Ｈ７ ：４５２ ）

火里红
，
青绿错杂 ，

若垂涎
， 皆上三色之烧

不足者 ， 非别有此色样
”＿

。 清代朱琰 《 陶
一

■

说 》 载 ：

“

钧州窑 ， 今河南禹州
”

「

２ ５
１

。 清代

蓝浦 《 景德镇陶录 》 载 ：

‘
‘

钧窑 ，
亦宋初所

烧 ，
出钧自 ， 钩台宋亦称翻 ，

目 卩今
＇

酿之ｉ

禹州也 。 土脉细 ，
釉具五色 ，

有兔丝纹 。 红

若删 旨 、 朱砂为最 ， 青若葱翠 、 紫若墨者次Ｉ－ 钧 台雛 出土瓷盆托 （ Ｈ ７ ： ５０ ０ ）

之 ，
三者色纯无少变杂者为上 ，

底有一 、 二

数 目字号为记者佳
”Ｗ

。而且以禹县神屋镇为 中心
１

２８
］

。 １ ９７３
、

１ ９７４
、

明清以来的文献主要记述了钧窖 的烧造 １ ９７５ 、 １ ９８６年 ， 对钧台 、 八卦洞 ［

２９ １

窑址先后

地点在钧州 ， 称
“

钧州窑
”

， 钧窑产品大体进行了 ４次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 ［

３

＼ 钧 台窑

可以分为红若胭脂 、 青若葱翠 、 紫若墨黑三址 ［
３ １

１第三期 （ 北宋晚期 ） 瓷器数量最多 ， 但

类 ， 钧窑器物底部常有
一

、
二数字 。 清代文钧瓷种类仅限于花盆 （ 图九 ） 、 盆托 （ 图

献中明确指 出钧州窑在当时河南禹州 。
一〇

；

图一一 ） 、 鼓钉洗 、
出戟尊等 ， 不见

（二 ） 钧窑址的考古发掘生活 日用器 。 花盆的造型可分为方形 、
长方

钧窑 的调查开始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 １ ９５０形 、 葵花式 、 莲花式 、 仰钟式 、 盂式 、 海棠

年 ， 陈万里对禹县神垦野猪沟进行了调查＊

２７
１

。式 、 六角形等 。 各类花盆均有 同式样的盆托

１ ９６４年 ，
叶喆民 、

冯先铭对禹县神Ｍ镇进行配套 ，
并分别在其底部刻有

“
一

”

至
“

十
”

了踏查 ， 认为钧瓷 的主要产地是河南省 ，
的汉字号码 。 釉色有天青 、 天蓝 、 海棠红 、

．

１ １５ （总 １ １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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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产品以青瓷器为主 ， 其次是素胎器 ， 钧瓷

爐＾ （ 图
一二

）
已 出现 ， 但数量较少 ， 另有少量的

『
■ ＿

黑細 自臟器 。 以 ＤＴ３⑧
、 ⑨觀为例 ， 青

瓷 占５７％
， 素胎坯件占 ２ １％

， 钧瓷 占 １ ３％ 。 钧

瓷有碗 、
盘

、 洗 、 盒 、 盆 、 注壶 、 罐 、 瓶等。

部分器物如賴洗 （ 图
－三 ） 、 圆洗 、 鋈耳

图
一二 刘家门窑址出土瓷盒洗 、 菱 口折沿盘 、 海棠盘等是仿金银器造型 。

青瓷 （ 图一四 ） 以青绿色为主 ， 釉色纯净 ，
透

￥ 明度高 ，
玻璃质感较强 ’

通体布满大小不等的

＾ 开片 ， 较雖绿浅 ， 似翠绿但色深。 钧瓷带红

＼麵极少见
，
少数器物上有大片的红彩 ， 几乎

山
１

＾袖领 此 外

２〇脾 ， 獅娜鸠痛赃钩窑舰

图一三 刘家门雛 出土瓷洗ｍ了发掘 ’
出土ｍ北宋后期至明代初期

的 白瓷 、 钧瓷 、 白 地黑花瓷等
？

。 第四阶段

玫瑰紫等 ，
亦有 内外釉色不同者 ， 如内 青外 （元末到明初 ） 产品以钧瓷为主 ， 有少量的

紫 、 内青外蓝等 ， 多数足底施酱色护胎釉 。白 地黑花器 ， 部分瓷器制作质量很高 ， 为 闵

关于上述钧台窑址出土的花盆 、 鼓钉洗 、 出庄窑的繁荣时期 。 器物厚重而规整 ， 釉层较

戟尊等陈设瓷 的时代 ， 学界有不同观点 。 发厚
，
釉色勻净而光艳 ，

还出土 了一些内壁施

掘者认为时代为宋代
［

３２
］

；
另有学者认为时代天青釉 、 外壁满施紫红色釉的瓷片 。

为金代 ， 甚至元末明初
ｐ＼ 本文主要追述汝经考古发掘 ， 在河南禹 州 的刘家 门 窑

窑 、 钧窑传世品
“

产地
”

的确认过程 ，
对其址 出土 了器皿类钧瓷

，
即天蓝 、 玫瑰紫 、 海

时代则另文讨论 。 ２００４年 ， 对位于禹州市北棠红等釉色的 日 常用器
， 在河南禹州 的钧台

关
“

古钧花园
”

的另
一处钧台窑址进行了发窑址则 出土 了天蓝 、 玫瑰紫 、 海棠红等釉色

掘 ，
出土宋 、 金 、 元时期的钧窑瓷器 ，

也出的陈设类钧瓷 ， 表明传世钧窑产品的产地得

土出戟尊 、 鼓钉洗 、 花盆及盆托等陈设类钧以确认 。 除了生产钧瓷外 ， 两窑还生产青釉

瓷 ， 时代可能为元代
［

３４
］

。

刀
．

 ：
：二‘ 

—

％
：

芦
２０ ０ １

￣

２００ ２年 ， 对禹州市神

蜃镇大刘山下的白峪河岸边分布比
＇

一ＮＪ

较密集的钧窑遗址群中的刘家门东ｆ
区 、 刘家门西区

［
３ ５

］

等雛进行了发 ｛夺暴 ＼

掘 ， 出土了樹廳
‘
‘

纖

脂
”

、

“

葱翠青者
”

类相关产品 。ｋｆ

刘家门窑址的时代为北宋晚期至元 ．

代 ，
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五段 。 其

＇

ｙｊ：

中第一期前段的北宋晚期 （徽宗 、

钦宗时期 ） 是其产品最精致的时图
一四 刘家门窑址出土瓷盘

．

１ １６
（
总１ １％

）

．



王睿 ： 略说汝窑与钧窑

在钧窑 禹州钧 台 窑址 ， 钧瓷

烧造最先发现于汝瓷 区 ，
此后随

汝瓷 、 天 目瓷和 白地黑花瓷四个

生产区 ｐ＼ 除 了汝瓷 区外 ，
在钧

Ｊｒ瓷 区 、 白地黑花瓷区也发现了 汝

儀圍麵５
瓷 。 这翻钧瓷的出 现是以汝瓷

产 品为滥縮的 ， 钩窗同 时生产汝

ｇ产 受汝磨影响 。

钧窑刘家门窑址北宋末期创
： －＇」

烧伊始 ， 就態艮高的烧制水平 ，

图
一

五 刘家门窑址出 土瓷片一

， 丁 ＃＆
、斗站士 也

（ 图－二至图－五采 自 秦大树 、
赵文军 ： 《钧韻究 、 发掘与分期ｉｆ

米用 厂子袖工乙和 俩钿叉焼的万

论 》 ， 见 《 ２〇 〇５年 中国禹 州钧窑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大象出版社 ， 法
，
也是对汝窖烧造工艺的学习和

２（ＸＷ ）

模仿 １
３

叱 厚釉工艺与素烧有着非常

瓷 、 白地黑花瓷等产品 。密切的关系 ，
素烧瓷片在清凉寺窖址和刘家门

古代瓷窑定名 多 以地名 （ 州名 ） 命名 ，窑址都有大量发现 。 汝窑首创厚釉工艺 ，

２０００

若按此说法 ， 钧窑或应该在钧州 ，
而宋代并年对清凉寺窑址进行发掘 ， 第三阶段瓷片出土

无
“

钧州
”

建制 。 目前考古发掘 的钧窑所处较少 ，
绝大多数是素烧残片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３年

的河南禹州 ， 在宋代为阳翟县 ， 属京西北路Ｘ中凊凉寺窑进行发掘 ， 发现了不早于金代的大

颍昌府管辖 。 直到金代大定二十二年 （ １ １ ８２量素烧器 ， 占出土总量的９９％
，
元代地层中也

年 ） 于此处置颍顺州 ，

二十 四年改称钧州 ，有素烧器
ｍ

。 刘家门窑址在创烧的第
一

期前段

以阳翟县为州治 ， 才有
“

钧州
”

建制 。 明万历 就采用了厚釉工艺 ，
从第

一

期后段开始素烧器

年间改为 禹州 。 目前所见记载钧窑 的文献以所占 比例都达到 ５０％以上
，
且素烧器逐渐增

明清时期的为多 ， 宋代并无记载 ，
所以

“

钧多
｜
４ １

１

。 从对汝整和钧窑的考古发掘来看 ，
钧窑

窑
”

的命名可能与明清时期记述者对钧窑时在北宋晚期学习汝窑的素烧厚釉工艺之后 ，
此

代的判断或钧窑所在地隶属的地名有关 。工艺逐渐成为两窖的主要工艺手段 。

—

＾汝窑率先使用满釉支烧工艺
［
４２

］

， 清凉寺

二 、 汝審 与 钩客 的关 系汝蜜 的支圈足花 口碗 、 盘 口折肩瓶 、
酬足

汝州 、 禹州地理位置相距不远 ， 自然环小瓶 、 部分盡托 、 盏 、 套盒为满釉支烧
［

４３
］

。

境和气候也很相似 。 汝州市地处伏牛山东麓而这种工艺在钧窑最早使用时间与汝官窑的

的浅 山 区 ， 禹州市地处伏牛 山余脉与豫东平烧制期
一

致 ， 金元时期
一

直沿用
｜

４４
］

。

原的过渡地带 。 汝州 、 禹州在宋代先后开始北宋晚期 ， 汝窑完成技术积累 ，
开始

烧造瓷器 ， 部分产品在胎 、 釉 、 器形等方面进入成熟期 ， 烧造 出最具特色 、 最精美的产

有很多相似之处。品
——天青釉汝瓷 ； 钧窑刘家 门窑址生产天

北宋以来主要是钧窑模仿汝窑的青瓷 。蓝轴 、 天青 、 铜红彩斑器皿类钧瓷 。 与此同

生产时间较长 。 钧台窑最早的钧 瓷产品发现时
， 钧窑 的

一些窑址也生产出 了汝窑典型 的

于汝瓷生产区 。 北宋到金元时期汝窑生产的天青釉产品 。 文献对汝窑有大量的记载 ，
却

部分产品具有钧瓷特征 。对钧窑天青釉生产只字未提 。 这种情况的 出

（

一

） 汝窑对钧窑 的影响现 ， 恐怕是钧窑的天青釉产品大多数被当做

．

１ １ ７ （
总 １ １ ９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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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天青釉记录了的结果
１

４５
１

。黑花瓷 。 钧窑刘家门窑还生产 白 瓷 、 黑瓷 、

（ 二 ） 汝州范围 内 的钧瓷生产白地黑花瓷等种类 。 汝州 范围内 的瓷窑还生

在汝州窑址的北 乡 大峪镇窑址 ，

可见到产耀州窑类型产品 、 磁州窑类型产品等 。 与

一类釉质与釉色介于汝瓷 、 钧瓷之间的青釉瓷汝窑 、 钧窑两地邻近的鲁山段店窑 ， 从唐代

器 ， 以鸡心碗 、 罗汉碗 、 直 口盘
、 折沿盘等

较多见 。 瓷器胎质较鑛 ， 釉呈天蓝 、 天青或

葱青 、
豆冑鱗 ， 斯棚雛舰丨撼ｊ

圈支烧两种装烧方法 。 这些特征与汝窑青瓷相Ｑ
．

似 ， 只是釉色普遍偏重 ， 胎体略厚 ， 支烧痕迹唉
、

较大 ，
器物 口部因釉薄透胎而显出

“

铜 口
”

，＇

七
底足露胎者有的胎色呈褐或紫褐色 ， 这些特征

又与钧瓷相似 。 这类带有某些过渡色彩的
“

汝七
：会， ： ；

钧
”

制品 ， 其时代或早至北宋晚斯＇

汝州在金元时期烧造钧瓷 ， 清凉寺窑址图一六 钧台窑址出土瓷粉盒 （ Ｈ３ ８ ：

２４ ）

第二 、
三次发掘 中 的第五期遗存的时代为元

代 ，
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钧瓷 。 汝州的清凉寺 、

段店窑 ， 今汝州市南乡的严和店 、
蜈蚣山

、 寺

沟
、
桃木沟 、 唐沟 、 缸窑以及北乡 的东沟 、 班

庄 、 體 、 棉花窑等窑场 ，
金

、 元时期都在烧 ；

造钧瓷
［
４７

］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３年发掘清凉寺窑址 ， ｙ

在元代地层中 出土 了
－定数量嶋瓷

｜

４８
１

。 汝

州范围 内的窑址从北宋时期已经开始少量生产

钧瓷 ，
金 、 元时期钧瓷成为主要产品 。

（ 三 ） 河南巾簡躯统－额縣的

形成

汝州宝丰清凉寺窑在北宋早期开始烧

造青瓷 ， 鲁山段店窑在北宋 中期前开始烧造图
一

七 钧台窑址出土瓷碗 （ Ｔ５① ：
１０ ）

青瓷 ， 禹州钧 窑刘家门 窑址早期钧瓷地层

中青釉瓷 占 ７〇％ ￣ ８〇％ ｜

４９
］

。 青釉瓷是包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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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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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六至－八 ） 即

为耀州窑类型青瓷 。 同时 ， 各处瓷窑还生产

其他瓷种 。 钧窑钧台窑还生产天 目 瓷和 白地图一八 钧台窑址出土瓷盏 （ Ｈ３６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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