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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石碑、一座土窑及无数片被

丢弃的瓷器残片，这便是修武当阳峪

窑抖落给我们的残缺的历史记忆。而

历史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艺术，不论

她是残缺的，或是不完美的。

7

月

19

日，记者一行来到“千年

瓷都”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 小村

安静地坐落在山坳里， 由小村往北

就是绵延不断的太行山脉深处。 千

百年前， 无数巧夺天工的匠人们便

是依靠从太行深处车拉肩挑运来的

原料而打造了以当阳峪村为核心的

焦作地区陶瓷业。 过了山门，记者一

行便看见了立于村头的窑神庙及庙

前的窑神碑。 窑神庙其实是座北宋

古窑遗址，

2006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村民们为了更

好地保护它，为其建造了玻璃房，与

那块宋崇宁年间所立的窑神碑共处

一室。 窑体虽并不清晰，但经过长期

烧窑所留下的铜色窑体却让记者一

行看得分明。

这时， 与记者同行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国务院特殊

津贴享有者柴战柱介绍， 我市目前

以当阳峪村为中心的绞胎瓷生产企

业已有

30

多家。 这令记者一行感慨

万千。 身处“千年瓷都”，伫立在窑神

庙前， 伴着绞胎瓷制作时发出的拉

坯声，“千年瓷都” 的绰约风姿已在

记者脑海中显现。 多年后，谁又敢说

今天的一切不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

卷呢？

当阳峪窑的再现让我们找到

了焦作地区作为“瓷都”的定义，而

多年来众人对绞胎瓷研发的可喜

成果，更让“瓷都”有了真正的内

涵。

柴战柱可以说是绞胎瓷研

究的先行者 。 采访时 ， 柴战柱

称，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开始研

发绞胎瓷时 ， 只有少数人在关

注绞胎瓷。 而如今，除他的金谷

轩绞胎艺术有限公司外 ， 还有

文献绞胎瓷 、当阳峪绞胎瓷 、元

昊绞胎瓷、 国礼绞胎瓷等

30

多

家绞胎瓷生产企业 ， 绞胎瓷正

在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特别是近些年来 ，绞胎瓷乘

着焦作旅游业的东风 ， 提速前

进。

2006

年，在当阳峪重获新生

的两件名为 《花器 》《硕果 》的绞

胎瓷艺术作品 ， 与亚洲单级落

差最大的瀑布———云台天瀑 ，一

同入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九年级·美术》课本。

今年

7

月 ， 柴战柱获得了

“国务院特殊津贴 ”。 这是国家

对 绞 胎 瓷 近 些 年 来 发 展 的 肯

定。 绞胎瓷已不再是那个“藏在

深山人不识” 的瓷中“隐士”。

从

1000

多年前的废墟里走

出 ，“瓷都 ”掸去一路尘土 ，换了

新装 ， 走向了一个充满活力的

大舞台 。 也许我们只有期待与

祝福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焦作

“瓷都 ” 这张名片能够蜚声海内

外。

古窑再现 千年瓷都的沉沉浮浮

曾盛极一时， 转眼间却又灰

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千百年

来，它就像一个鬼魅的影子，又如

同一个生动有趣的传说留在我们

的脑海里。 古窑再现，它化身成

形 ，飘然落地 ，让焦作地区 “瓷

都”之名变得实实在在。

从某种角度来讲，由陶到瓷

的历史，是焦作地区古文化最为

丰厚的阶段。 据《列仙传》记载，

黄帝时期，陶正宁封子曾在此烧

陶，死后葬于修武。 这便为焦作

地区制陶业的发展打下了深厚

的文化根基。 两汉时期焦作地区

古文化最为辉煌灿烂，国宝级文

物陶仓楼便是其优秀代表。 到了

唐宋时期 ，陶转变为瓷 ，修武当

阳峪窑便代表了当时焦作地区

最先进的制瓷工艺。 据当阳峪窑

神碑 《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记

载，当时的当阳峪“世利瓷器，埏

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呈

现出了制瓷业的繁荣景象，当阳

峪瓷被当时名士程筠称赞为“开

时光彩惊奇异 ， 铜色如朱白如

玉。 ”

然而，令世人惊奇的是，在经

历了从公元

1068

年至公元

1122

年

54

年的辉煌后， 当阳峪瓷突

然“人间蒸发”了，这一消失就是

近千年。 “瓷都”发展到顶峰便戛

然而止，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当阳峪窑为什么突然消失，

目前说法种种。 最多的是，“靖康

之耻”后，北宋王朝南迁，时局动

荡，当阳峪窑大批能工巧匠随朝

南迁 ，在景德镇落脚 ，致使当阳

峪瓷技艺失传。

直到公元

2003

年，人们才对

当阳峪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科

学考古发掘，千年古窑址得以重

见天日。

这次考古发掘从

2003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2004

年

6

月

22

日

止。 在半多的时间里，考古人员

发掘面积达

1000

平方米， 清理

作坊 、过滤池 、辘轳坑 、炉 、水井

沟、灰坑、窑穴、灶等各类遗迹百

余处，出土文物千余件。 从出土

的器物和标本看，有极坚硬的灰

胎，也有较为松粗的砂胎和缸瓦

胎，还有极细洁的白胎。 就釉色

来说，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黑

釉 、褐釉 、三彩釉 、绿釉 、绞胎等

较为少见。 在装饰工艺方面，有

剔花、刻花、划花等。 其制作风格

包括定窑系和磁州窑系，但个别

产品之精美，已经远超这些窑系

作品。 因而，考古专家认为当阳

峪窑至少在宋代晚期已经成功

仿制定窑同类的器物 。 与此同

时，考古人员在当阳峪窑一带又

发掘了李封、 东交口、 北业、王

封、石碑岩、牛庄等

20

余处古窑

址。

不仅如此，经考古人员考证，

当时当阳峪瓷已形成了产销一

体化的产业链。 产出的当阳峪瓷

在 “闫河 ”、“定和 ”屯集 ，之后经

水路销往各地。 据清《怀庆府志》

记载：“怀庆地区太行北峙，沁水

东流，近带黄河，远挹伊洛，舟车

郡会，号称陆海。”可见，历史上焦

作地区的水路交通十分便利。

看来，“世利瓷器， 埏埴者百

余家，资养者万余户”之说并非浮

夸， 而以当阳峪为核心的焦作地

区被誉为“瓷都”也并非虚名。

如果说当阳峪窑可位列北宋

名窑， 那么绞胎瓷就是镶嵌在当

阳峪瓷窑上的明珠； 如果说当阳

峪窑的工匠们是仿造各名窑瓷器

的高手， 那么绞胎瓷则是他们独

具匠心、 独树一帜打造出来的精

品。 绞胎瓷集中体现了当阳峪窑

的特点。

据当阳峪绞胎瓷研发者之

一、 元昊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负

责人许小平介绍 ，

2003

年

11

月

至

2004

年

6

月考古发掘的绞胎

瓷器虽然出土少，但弥足珍贵，不

同胎泥配合，以特殊工艺手法，绞

成美丽的花纹，如云片，如鸟羽，

如木纹， 器形图案新颖， 纹理对

称，变化万千，具有超凡的艺术价

值。此前，人们认为当阳峪窑以剔

花、刻花和填彩著称，绞胎瓷更是

别具一格。

说起绞胎瓷，今年

75

岁的王

有洲老人向记者娓娓道来。他说，

别的瓷器碎片不能卖钱， 可多年

前绞胎瓷的一个碎片就能卖到

10

元钱。 小时候，他和大人去地

里干活， 经常看到一些透花瓷碎

片散落在田间地头， 还有一些小

玩具之类的透花瓷，可因为迷信，

大人不让动，都扔掉了。

1992

年

3

月， 他带领工人们在建设本村陶

制厂时便挖出过一个宋代的泥

坑，发现了制作绞胎瓷的黏土。

可为什么发掘的绞胎瓷器完

整器形较少，碎片较多呢？长年对

绞胎瓷保持深入研究的王有洲老

人分析，从上世纪

30

年代当阳峪

窑重新被关注后， 英国人、 瑞典

人、日本人先后来到当阳峪窑，带

走了一些绞胎瓷精品。另外，绞胎

瓷工艺十分复杂， 有 “十窑九不

成”之说，因而许多废品被扔掉。

有人推断，由于烧制难度大，绞胎

瓷在北宋年间并未得到批量生

产， 只是能工巧匠们闲暇时的消

遣， 或只为部分高端客户定制的

瓷器。

只有少量生产， 却能保存于

世， 乃至成了当阳峪窑的代表之

作。 这一切如果被当年的工匠得

知，也会感到惊讶吧？可这正是绞

胎瓷艺术的魅力所在。

不灭的艺术 绞胎瓷的遐想

复活之路 瓷都的今天与明天

绞胎瓷是世界上唯一能

够做到表里如一 、 内外通

透 、一瓷一品 、不可复制的

陶瓷品种，每一件产品都有

其不同的纹理特色。

王有洲老人站

在当阳峪窑前 ，谈

起绞胎瓷时如数家

珍。 当阳峪窑又称

为怀庆窑、 河内窑

等， 英国人称为焦

作窑， 日本人和美

国人称为修武窑 ，

而我国则称为当阳

峪窑。 当阳峪窑从

唐 代 开 始 烧 制 瓷

器， 到北宋后期达

到巅峰。

瓷都当阳峪从公元

1105

年（宋崇宁四年）至今，已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风雨雨。

2006

年

5

月

25

日所立的 “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阳峪瓷窑遗址”

石碑和宋崇宁四年而立的德应侯百灵

翁之庙记碑， 碑文记载了当年当阳峪

瓷业之繁荣景象。

火焰、火候、火温不同所产生的釉

色变化丰富多彩。

绞胎瓷亦称 “搅胎瓷”“透花瓷”。

其制作原理是利用不同色调的坯土料

分别制成坯泥， 并把不同色调的坯泥

擀成板块，相互叠合，再进行绞揉、切

片、拼接、贴合、挤压，制作成型，然后

上釉烧制。

焦作市博物馆所藏的北宋当阳峪

窑绞胎瓷器。

绞胎瓷艺术珍品《峪中藏宝》让人

透过历史感受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