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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窑概说与考古工作

汝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宋

代最著名的瓷器产品，根据文献记载，其具

有供奉御用的官窑生产性质，后世的谈瓷文

献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表明其代表了宋代

文人士大夫阶层清雅艺术的审美取向。（图

一）［1］据统计，在窑址发现以前存世的汝窑

传世器物总数不足一百件［2］，并据此形成了

一套汝窑的认定标准。首先，釉色多呈天青

或天蓝色，质地光洁温润，匀净淡雅；釉层

不太厚，与南宋官窑、龙泉窑烧制的厚釉青

瓷略有不同。其次，传世汝窑都不带装饰，

但釉面上多有深浅不一的大小开片，较大的

开片呈倾斜状，称为“鱼鳞开片”或“蟹爪

纹”，具有一种自然的美。第三，汝窑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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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celains produced here were not royal exclusives as they could still be sold after selection. 

细密，呈香灰色。第四，造型优雅、简洁，

制作规整、精致。总而言之，器物充满了典

雅之美。这种以单纯釉色见长的雅器，正是

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欣赏的，因而受到了

文人皇帝宋徽宗的青睐。

寻找汝窑的生产地点，是古陶瓷研究

学界的重要课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

在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发现了汝窑的窑址，

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首次对清凉寺窑址进行了试掘，发

现了与故宫传世汝瓷相同的天青及天蓝釉瓷片

十余片，确定了汝窑窑址之所在［3］。随后，

在1988～198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南北

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00米的窑址上又开

展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但出土的主要是

刻、印花青瓷，白瓷和黑瓷，供御用的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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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汝瓷数量极少。而且，清凉寺窑址的烧造

时间很长，从北宋初期一直延烧到元代，与

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不符。发掘者一直在努

力寻找汝官窑的烧造区［4］。1998年，在考古

工作停滞了10年后，开展了对清凉寺汝窑遗

址的第4次考古发掘。根据清凉寺村村民提供

的线索，结合1999年在清凉寺村内进行的考

古勘探和试掘情况，获得了汝官瓷的重要线

索［5］。

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据勘

探线索再次对清凉寺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

地点位于清凉寺村内搬迁走的4户村民的居址

处。经过半年多的发掘，发现了包含丰富汝

官瓷的地层，有的地点天青釉瓷片堆积厚达

10～20厘米，出土的瓷片中天青釉汝瓷的数

量占到了99%，据此判定这个地点就是汝官瓷

的烧造区［6］。随后在2001、2002年又持续在

汝官瓷烧造区进行了两次发掘。三次发掘的

面积达800余平方米。清理出成组的遗迹，计

窑炉20座，作坊3座，储料用的陶瓮17个，过

滤池、澄泥池、烧灰池等各1个，水井3眼，

灰坑44个，这些遗迹布局有序，叠压关系清

楚，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图二）出土了大

量的遗物，仅天青釉汝瓷就达50多万片。随

后刊发了此区的发掘报告［7］。

2011～2016年，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00～2002年

发掘区（第Ⅳ区）的周边地区进行了6次较大

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约3400平方米，远超

以往3年发掘的面积，揭露出保存较好的窑

炉、作坊、建筑基址和灰坑等遗迹，出土了

大批遗物。发掘者对部分成果进行了介绍，

出版了图录［8］，刊布了简报［9］。2011年以

后发掘清理的北宋时期的地层并不多，但发

现了金元明时期的地层和遗迹。金代初年的

地层出土了一些天青釉和青釉瓷器，釉色以

天青色、青绿色为多，另有月白、卵青等，

釉面光亮，玻璃质感较强。胎色灰白，质密

坚实，烧成温度略高于天青釉汝瓷，胎体较

厚，足部变成玉环形足［10］，这些器物与宋代

地层中出土的天青釉汝瓷有较明显的不同，

被发掘者称之为“类汝瓷”。（图三，1、3、

7）还有一些青绿釉器物（发掘者称为梅子青

釉），（图三，2、5）以及大批素胎器物，这

些素胎器中不乏仿青铜器造型的器物，（图

三，4、6）这些器物与北宋时期的汝窑有承继

关系，但无论从工艺技术，还是器形器类组合

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笔者同意发掘者的

时代判断，其应为金代初年的遗存［11］。

通过对宝丰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掘，特

别是对天青釉汝瓷即汝官瓷烧造区的发掘，

使我们对汝窑的生产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了

解和认识，同时对宋代官窑性质的瓷器生产

作坊的组织、管理情况有了新的认知。本文

将依据1987年以来对清凉寺窑址开展的14次

考古发掘所刊发的简报、报告和介绍材料，

通过研读考古资料，廓清汝窑的生产面貌，

进而对其生产体制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图一… 故宫博物院藏汝窑天青釉带御题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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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2000～2002年发掘清凉寺窑址IV区遗迹总平面图（引自《宝丰清凉寺汝窑》）

二、清凉寺窑址考古发掘资料所

体现的汝窑生产状况

（一）关于汝窑瓷器的生产区域

在整合了历年来的发掘地点后，发掘者

将清凉寺窑址分为4个发掘区，其中Ⅰ、Ⅱ、

Ⅲ区为一般商品瓷器的生产区，而位于窑址

西北部的第Ⅳ区，是集中生产天青釉汝瓷产

品的地点，是汝窑的核心烧造区。（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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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对第Ⅳ区进行了连续3年的

发掘和调查，认定天青釉汝瓷生产区东西长

约80米，南北宽约60米，面积约为4800平方

米。总体上说，第Ⅳ区的产品质量最高，具

有官作性质，而其他区则以生产常用的民间

用器为主，二者的产品质量存在着显著的差

别。2011～2016年的考古发掘面积约为3400平

方米，经过这些发掘和勘探，发掘者认为天青

釉汝瓷的烧造区应该大于4800平方米。但笔者

认为，真正在宋代制作天青釉瓷器的核心生

产区域可能比原来推测的还略小一些［12］。不

过，相比整个清凉寺窑址约30万平方米的面

积（一说117万平方米），这个区域还不足窑

址面积的1/60。汝官瓷生产区（Ⅳ区）位于

整个窑址地势较高的西北角，距河流和清凉

寺窑址的中心区都较远，前三区都比较接近

河流，地势平缓，Ⅳ区在地形和地貌上未见

有任何生产优势。在清凉寺窑址生产的早期

阶段，Ⅳ区并没有窑业遗存［13］，在北宋后

期才开始出现窑业堆积。因此，这里作为整

个窑区最高水平产品的生产区域，或许不是

窑业生产发展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人为选

择的，带有脱离大规模生产区域，独立进行

生产的意向。同时，在Ⅳ区T28内的瓷片堆积

图三… 2011～2016年清凉寺窑址金代初年瓷器（引自《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萃》）
1.…类汝瓷盘口瓶（ⅣT85④∶43）… 2.…青釉碗（T56∶③）… 3.…类汝盘（ⅣT85④∶32）… 4.…素胎折沿方盘（基G1H26∶4）

5.…青釉瓷片… 6.…素胎出戟瓶（东门厅H137∶53）… 7.…类汝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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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青釉汝瓷的占比达到99%，表明这个区

域曾在某一时间段集中生产天青釉汝瓷，换

言之，天青釉汝瓷在集中生产阶段是这个区

域的唯一产品［14］。这与清凉寺窑址其他区域

的生产情况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对第IV区的全面发掘，我们看到，在

这个不大的区域内，集中了20多座窑炉［15］，带

有釉缸和辘轳坑的作坊，澄泥池，釉灰窑［16］，

以及集中堆放废品的瓷片堆。在这里发现了

作为一个窑场所应该具有的备料、成型、烧

成三大功能的遗迹，可能还包括了成品的储

存和废品的统一堆放等功能，表现出一种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生产方式，与其他以商品

生产为主要目的的窑场的情况截然不同。因

为在一个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瓷器生产区，

生产过程会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各个功能区

会集中生产，它们散布在窑场的各个部分，

相距较远［17］。

（二）关于汝窑产品的特征

根据传世汝窑瓷器，可知古代被称为汝

窑的器物是一类精工制作的天青釉瓷器。清

凉寺窑址第IV区生产的产品与传世汝窑器物

相符。根据第IV区的发掘报告，发掘者将此

区的遗存分为两个阶段：汝窑的初期阶段和

汝窑成熟期。

汝窑初期阶段的瓷器以青釉瓷为主，还

有少量白釉瓷和黑釉瓷，天青釉汝瓷极少。大

部分青釉瓷器是北宋后期汝州一带的民间窑场

中常见的器形，与传世汝窑有较大差别。（图

五）大都带有刻花、印花和划花装饰，大多

数器物采用裹足刮釉，用垫片或垫饼支垫的

方法烧制，（见图五，2）只有少量采用了裹

足支烧的方法，但支烧痕迹比较大。（见图

五，5）这表明这时期产品并不单纯。这个时

期的窑炉共计清理了7座，是一种体量较大的

马蹄形窑炉。根据发掘报告，Ⅳ区发现的缸

坑和辘轳坑并不属于初期阶段，这意味着，

在初期阶段，这里缺少成型作坊，此区的生

产并未脱离整个大窑场的生产体系。发掘报

告中并未刊布数量极少的“天青釉汝瓷”标

本和白釉瓷、黑釉瓷标本，因此我们难以了

解其真实面貌。但在《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

瓷器》一书中刊布了一件洗［18］，据发掘者介

绍，这是Ⅳ区初期阶段唯一的一件“天青釉

汝瓷”。（图六）这件器物在正式报告中并

未报告，但是在“第三章《遗迹》”中，提

到在Y3火膛靠南侧的部分“出土1件淡天青釉

裹足洗，残碎多达18片，经拼对基本完整。

这件淡天青釉裹足洗虽然手制，其造型、釉

色已完全脱离民窑瓷器风格”。在2001年刊

布的简报中介绍了这件器物，描述为“青灰

图四… 宝丰清凉寺窑址分区示意图（引自《宝丰清凉
寺汝窑》）

西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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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19］。两次报告有冲突，表明发掘者并不

能确定其釉色。从这件器物的釉色和制作精致

程度等方面看，其与初期阶段制作较精致的器

物大同小异，而与成熟期的器物差距较大。

从第Ⅳ区初期阶段的产品面貌看，产

品总体比较精致，青釉瓷器物大多釉呈色稳

定，施满釉，带有刻、划、印花装饰，制作

精良［20］。如果认为这个阶段的产品就已经是

汝窑了，则此时汝窑的产品面貌基本与汝州

地区同期的其他窑场的生产面貌相同。如汝

州严和店窑，北宋后期的产品总体水平可能

略逊于清凉寺窑IV区的产品，但也生产少量

与清凉寺汝窑初期阶段同样精美的器物［21］。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可能的观点。第一，

清凉寺窑IV区初期阶段的生产面貌并不是贡

御用的“汝官窑瓷器”，只是生产发展到北

宋晚期时窑业扩大，在窑址的北部边缘地区

出现了新的作坊，或称为“窑户”［22］，而

且，这个窑户的生产水平略高于清凉寺窑的

其他窑户。新出现的“极少量”天青釉汝

瓷，如果可以排除是发掘中扰入的晚期遗

物，则有可能是新创烧的产品。第二，IV区

初期的窑业遗存表明，这里新出现的遗存，

代表了贡御窑生产的初期阶段。其生产的产

品脱胎于清凉寺窑其他区域同时期的产品，但

比其他区域的产品质量更精良，并发展成为成

熟的汝官瓷生产区。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观

点，即IV区初期阶段的遗存并不是贡御用的汝

窑，这一点很重要，事关汝窑创制的时间。

汝窑成熟期

的产品面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此期发掘出土了

各类瓷片达50多

万片，其中天青

釉汝瓷占99%。

器物种类有碗、

盘、碟、洗、罍

子、梅瓶、器

盖、盆、盏、

图五… 汝窑初期阶段青釉瓷器（引自《宝丰清凉寺汝窑》）
1.…B型青釉碗（T1H2∶3）… 2.…D型裹足刮釉垫烧青釉印花碗（T15③∶7）… 3.B型青釉洗（T15③∶3）

4.…青釉刻划花器盖（T15③∶33）… 5.…裹足支烧青釉刻鹿纹镂空瓷盆（Y14∶16）

1

3

2 4 5

图六… 汝窑初期淡天青釉汝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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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托、钵、壶、熏炉、樽、杯、罐、盒、狮

子、麒麟和器座等。（图七）器物的造型与

初期阶段及其他窑场的产品相比有明显的不

同，而与清宫旧藏汝瓷有诸多相似之处，如

高而外卷的圈足和洗、炉等接近金属器形态

的器物。器类不仅包括了碗、盘等日用食

具，还可见到体现宋人精致生活的茶、酒、

花、香器具和瓷塑等陈设用具。釉色以天

青、淡天青为主，淡青釉、青绿釉也有一定

数量，略呈乳浊状。釉质匀净温润，釉层较

厚，布满小块开片。胎色以灰色和浅灰色为

主，也有少量呈灰褐色的，胎质较细［23］。器

物的造型都十分规整，制作精良；以素面器

物为多，只有少量的刻、划花装饰；多数器

物采用裹足支烧的方法烧制，支钉细小如芝

麻（见图七，4），少量为裹足刮釉垫烧（见

图七，1），但均施满釉，采用匣钵单烧，表

现出制作的精细。

此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模范，包括

内范和外范，至少说明部分器物是模制成型

图七… 汝窑成熟期青瓷器（引自《宝丰清凉寺汝窑》）
1.…Ca型淡天青釉裹足刮釉垫烧碗（C2∶752）… 2.…青绿釉刻莲瓣纹碗（T29③∶101）… 3.…出土Aa型天青釉套盒（T9J1∶5）

4.…Aa型裹足支烧盘（T46③∶1）… 5.…B型淡天青釉外莲瓣、内刻龙纹大钵（C2∶849）… 6.…天青釉台盏…
7.……上，Fa型器盖（C2∶838）… 下，Aa型天青釉熏炉（CT29③∶154）… 8.…Aa型天青釉梅瓶（C2∶759）



97汝窑的考古资料释读及生产体制探讨

的。在成熟期较晚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素胎

器物［24］（图八），表明从这时开始出现了

二次烧成的厚釉工艺，这项技术在青瓷发展

史上非常重要。在北宋官窑尚未被发现的今

天，汝窑的厚釉工艺是这项技术发明的最早

例证之一，对以后的南宋官窑产生了重要影

响。这个时期的窑炉是一种体型很小的椭圆

形窑炉，窑床面积不足1平方米，共清理了12

座，2座1组，报告未对这些窑炉分组，从窑

炉的朝向看，至少可以分为4组，最多的一

组有6座窑炉。这些窑炉与一号作坊、17个陶

瓮、澄泥池、辘轳坑构成一个生产体系。这

一时期的遗存应该是御用汝窑的典型代表。

通过对汝窑遗址的发掘，我们终于可以

摆脱数量有限的传世品的束缚，对汝窑瓷器

的面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如前所述，发掘

出土的器物中，包括了日用食具，以及茶、

酒、花、香器具和瓷塑等陈设用具，改变了

传统上认为汝窑只烧制玩赏、陈设品的看

法，丰富了对汝窑器类的认识。有的器物如

香炉（见图七，7）、大钵（见图七，5）等

器型较大，使“汝瓷无大器”的传统说法遇

到了挑战。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一些出土

器物的表面还有刻花和刻划花纹饰，尤以莲

瓣纹常见，（见图七，2）还有一些贴塑装

饰（见图七，7），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

传世品中实属罕见，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汝窑

的认识。

（三）汝窑的生产时间

在200 0～20 0 2年的发掘中，汝窑初

期的Y3和T42④层中出土了2枚“元丰通

宝”，在F2中出土“元祐通宝”钱1枚（铸

于1086～1094年）。如果认定汝窑初期阶段

已属于贡御用的汝官瓷，则其烧造时间不会

早于该钱铸造的宋哲宗元祐元年［25］（1086

年），这枚钱币为汝窑初期阶段的烧制上限

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果认定报告中的成熟期

汝窑才属于贡御用的汝官窑，就大不相同

了。在属于成熟期汝窑的主要遗迹一号作

坊（F1）的料泥层的最底部发现了“元符

通宝”和“政和通宝”各1枚，由于料泥层

是作坊使用时期的堆积，可以作为作坊的断

代依据。据此，成熟期汝窑的烧造时间上限

应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8年）。汝官

瓷的停烧时间不会晚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二年

（1127年）。如果汝官窑始烧于政和元年，

则其烧制时间充其量只有17年。

从文献记载出发，将汝窑的烧制时间

上限定为政和年间也是比较合理的。北宋时

期提到汝窑的文献有两个，一是徐兢《宣和

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陶炉”条：“狻

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

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

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26］该书成书

于宣和六年（1124年），时距政和年间不过

十余年，对比主要盛烧于10世纪的越窑，称

为“汝州新窑器”还是合适的。如果汝窑上

溯到神宗元丰年间，相距逾四十年，就稍感

不合理了。二是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

“政和官焙来何处，君后晴窗欣共煮；银瓶

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

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

（以下阙文）”［27］。此诗中提到“政和官图八… 汝窑成熟期E型素胎菱口盆（F1K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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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指建瓯御茶园所制团茶，则诗应成于

政和以后，而此时汝窑已是饮茶名器。又

惠洪卒于建炎二年（1128年），可见惠洪晚

年，正是汝窑最兴盛和著名的时期。此外，

根据《宋史·五行志》记载，“（政和）四

年，府畿、汝蔡之间，连山大小石皆变为玛

瑙，尚方取为宝带、器玩甚富”［28］，表明政

和年间发现了大规模的玛瑙矿。如果按文献

记载，汝窑以玛瑙入釉为特征［29］，则其出现

的时间应晚于政和四年。这样，到靖康二年

截止，汝窑的烧制时间就仅有13年。

在对Ⅳ区的历次发掘中，先后发现了

金元时期的地层和遗存，出土裹足支烧的

精美天青釉瓷器（见图三，3、7），青釉瓷

器（见图三，2、5）和仿青铜礼器的素烧器

（见图三，6），表明北宋灭亡后清凉寺窑

址的IV区和其他窑区仍然继续生产，Ⅳ区的

产品延续了北宋末汝窑的特征，产品依然较

精致，这种精品器物的生产至少延续到金代

中期。此后，这里融入整个清凉寺窑，不再

生产特殊产品。清凉寺窑在金元时期持续生

产瓷器，产量很大，以刻、印花青瓷为主，

后来又大量生产钧瓷和白地黑花瓷，产品面

貌与汝州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百个其他窑场一

致，完全成为一个民窑性质的窑场。其生产

一直延续到明代。

清凉寺窑Ⅳ区在北宋哲宗元祐年间以

后开始出现窑业，徽宗政和年间以后到北宋

末集中生产天青釉汝瓷，标志着汝窑的出现

或成熟。供北宋宫廷御用的天青釉汝瓷的生

产应该在靖康之变以后停烧。则真正的汝窑

（或曰汝窑的成熟阶段）最多只有17年的生

产时间。按照2001年刊布简报的描述和正式

报告中的某些阐述，这17年间可能还可以进

一步分为两段。一些重要的技术革新，如模

制成型，厚釉工艺以及匣钵的密封等，都在

后段出现或流行，表明了其生产技术和工艺

的不断创新与改进。汝窑停烧以后，在清凉

寺窑第IV区，在金代前期继续生产了一些不

同于窑场其他区域产品的特殊器物，如高质

量的天青釉、青釉瓷器和采用厚釉工艺烧制

的仿青铜礼器的器物，可能是金代前期与官

府某些礼制性活动相关的器物［30］。金代中期

以后，Ⅳ区的产品就与其他三区清凉寺窑的

产品面貌相同了，融入到整个窑场的生产体

系当中。

三、相关问题探讨

汝官窑烧造区的发现与发掘，使我们对

宋代所谓“官窑”或贡御窑的生产方式有了

进一步认识和开展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一）北宋时期从官营手工业向政府

采购制度的嬗变

北宋时期，特别是北宋神宗朝以前的官

营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比如在汴京就有专

管营造和制作各种器用的“汴京八作司”。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七载：“东西八

作司，旧分两使，止一司……其八作曰泥

作、赤白作……又有广偹指挥主城之事，总

二十一作，曰大木作、锯匠作……青窑作、

窟子作，二坊领杂役广偹四指挥，工匠三指

挥。”［31］…此外还有专门生产兵器的斩马刀

局，将作院和文思院下也都辖有不同的造

作。这些官府的造作机构既自己从事生产，

同时还向其他地点的作坊派出监工［32］。因

此，官作的生产地点并不全在京城，而是分

布在各地。北宋前期，这种官方掌控的手工

业作坊数量很多，产品基本覆盖了皇家和官

府的各种需求，当然也包括了瓷器。官方掌

控的制瓷手工业作坊就应该是所谓的“官

窑”。

这种官府包揽全部所需产品的生产方

式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变化。如王安石变法

后，推行“和买”“和雇”政策，八作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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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部分造作就废罢了［33］。其原先生产的

器物，尤其是陶瓷器的供应，应该有两种可

能。第一，由官府定货的贡窑生产［34］，或

官府“置场”进行专门生产，窑场制出产品

后，官府派人拣选，窑工可得到工钱，这也

是下文将要讨论的汝窑的生产方式。第二，

由地方政府所掌控的一些地方官窑生产。

关于宋代官营手工业的变化过程，应该

特别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这些“官

窑”的产品是供皇室和官府使用的。通过文

献梳理，我们知道，宋朝的财政支出项目主

要有：①军费，②皇室和管理的支费，③祭

祀、岁币，④兴学、农田水利，⑤官工商业

及公共工程支费，⑥蠲放、赈济［35］。宋朝政

府的这些支出在北宋前期不断扩大，包括各

种营建和各种手工业品，以及兵器的制作，

这使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加大。同时，政府

的需求也有更加接近市场的诉求。“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内廷

人员的增加，以及财政体制的变革，原有的

内廷供送系统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

使得宫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

联系更加广泛。”［36］换言之，官手工业生产

的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官府和宫廷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产品需要从市场上购买。政府负

担的加重催生了北宋时期的两次改革——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就北宋来

说，重要的转变发生在神宗时期，从此时

起，政府的货币收入超过了实物收入。政府

的支出也更多的以征敛、强制购买转向市场

购买。

其次，除官营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以外的

宫廷和官府用品，是宋朝政府通过购买方式

获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仁宗时

带有强制特征的购买方式“科率”：“凡中

都岁用百货，三司视库务所积丰约下其数诸

路，诸路度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

之科率。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

然拥有缓急，物有轻重，故上方所须，轻者

反重，贱者反贵，而民有受其弊者。”［37］这

种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但科率基本上属于

市场交换行为。

这种制度从神宗时开始发生变化，也是

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克服“冗费”的一项新

政。王安石变法期间，通过“市易务”实行

的承包经营，更多的物资通过购买，甚至是

在京购买获得［3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

之一记载：“（熙宁五年十二月）诏罢诸路上

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

芦之类六十色，凡系百余州供送，不胜科扰。

乞计钱数，从本务招人承揽，以便民也。”这

次改革代表了购买方式的转变，即从强制性征

购，变为置场收购或承包收购。

在京师的购买执行机构是杂买务、内东

门供奉司等。杂买务的前身是市买司，负责

官府各种供给的购买。内东门供奉司是入内

内侍省的下属机构，负责供给宫廷的需求，

“凡宝货名物，贡献品数，市易件值，咸宣

索于有司，受而纳于禁中，凡禁中需索、修

造、筵设，皆先期排办”［39］。购买的方式

可能是“承包购买”。即中央政府以“诏

敕”“指挥”等形式下达购买任务或组织生

产，选官专门负责购买，比市价高，可以提

前支钱（详后述）。

（二）汝窑是发达民窑中成长起来的

贡窑

诚如上文所述，从宋神宗开始的由官府

出钱，向某一类产品生产地区或特定作坊定

制产品的方式，即《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

的“令本州选官于出产要便处置场，作料次

请”（详后）。汝窑正是在北宋后期王安石

变法中政府的供送体系发生变化后，在接近

都城的汝州境内的宝丰清凉寺窑，依托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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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瓷的技术优势，以承包购买的方式建立起

来的一个供应宫廷和官府用瓷的窑场。

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清凉寺窑址从北宋

初就开始烧造，北宋中期有了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后期成为河南中西部地区生产水平最

高的窑场之一，北宋晚期生产了精美的青釉

刻划花瓷器［40］（图九，1～3），珍珠地划花瓷［41］

（图九，4），低温黄绿釉瓷［42］（图九，5、

6），黑釉、黑釉凸线纹器物和酱釉瓷（图

九，7）等当时最高端的精品瓷器。特别是青

瓷的生产水平在当时的汝州是首屈一指的。

高超的生产水平，加之接近都城的地理位

置，汝窑被官府选作贡窑。

（三）针对汝窑的政府采购可能采用

了“承包购买”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

年九月辛巳”条记：“诏：诸供官之物，转

运司豫先相度计置钱，令本州选官于出产要

便处置场，作料次请，比市价量添钱和买。

并许先一年召保请钱，认数中卖。如辄抛降

下县收买，及制造物色者，并以违制论，不

易去官赦降原减。”［43］根据这条记载，承包

购买由转运司和下属各州选出专人负责，在

生产水平较高的地点，即“于出产要便处”

进行生产。即由专人负责（令本州选官），

有组织（置场）、有计划和预算（豫先相度

计置钱），并给与一定的研制、生产周期

（并许先一年招保请钱…），专门生产官府采

购的器物。这种制度大约始于神宗时期，被

认为是一种良法，在哲宗时严格推广应用，

并在北宋晚期直到南宋时期一直施行。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可以看到，清凉寺窑

在被选为政府定向采购瓷器的贡御窑以后，

专门烧造贡瓷的区域，从面积达三十万平方

米的主窑场中分出，形成一处面积很小，但

备料、制坯、烧制等各生产工序相对集中的

窑区，精工生产贡御瓷。在其生产的成熟

期，产品相当单一，只生产精工制作的天青

釉瓷器，表明这个小区

域的生产目的已完全不

同于清凉寺窑以商品生

产为目的的其他窑区。

（四）汝窑贡御制

度的具体方式

从文献上我们并不

知汝窑由官府置场，成

为专门生产官用瓷器作

坊的具体的管理形式，

但从文献和考古材料可

见，其产品应有部分是

供宫廷使用的，具体的

管理方式是由官府派人

挑选出优质合格的产品

以供官用或宫廷用。有

关汝窑的一条重要的文

献记载是南宋人周煇的

图九… 清凉寺窑址北宋后期地层出土精品瓷器
1.…青釉刻花盖盒（东门厅H146∶6）… 2.…青釉刻花执壶… 3.…青釉划花折腹盘（东门厅

H144∶202）… 4.…珍珠地划花梅瓶… 5.…三彩豆形枕（东门厅H144∶365）… 6.…三彩五足炉
7.…酱釉盒（东门厅H1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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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条：“又汝窑，

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

许出卖，近尤难得。”［44］这段记载是论汝

窑者最常引用的文献，以上所录为通常的标

点。然这段记载中却有多处使人不解或明显

讹舛之处［45］。经过校订后或为：“又汝窑

（为）宫禁中烧（者），内有玛瑙末为油，

唯供（典或奉）御检退，方许出卖，近尤难

得。”［46］这说明汝窑是一种官府定烧，并且

是贡御用的产品。根据宋史记载，典御使或

奉御使是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等

的“六尚局”的长官［47］。则典御使或奉御使

亲临拣选，表明汝窑是供宫廷使用的，至少

有一部分是供六尚局使用的。

在典御使或奉御使捡选合格、优质的器

物后，剩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因此，南宋

初年，当宫中所用汝瓷经宋金战争而损毁殆

尽时，权臣张俊还可以向高宗皇帝进献十余

件精美的汝瓷［48］。此外，从前引释惠洪的

《无学点茶乞诗》亦可见，汝窑的茶器是当

时文人雅士们所喜爱的茶具，与建窑鹧鸪斑

盏、景德镇青白瓷盏同为民间所好，并非为

皇家所垄断。在发掘区内发现的瓷片堆积内

主要是废品和窑具，没有发现南宋官窑遗址

和景德镇明御器厂遗址中专门用于掩埋次品

的瓷片坑，证明质量较差的次品并未留存在

窑场里，而是出售到了民间。

［1］…故宫博物院，编.…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

土汝窑瓷器荟萃.…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98.…

［2］…近年新的统计数字是92件。参：故宫博物院，编.…

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280～282，附录：世

界各地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传世汝窑瓷器.…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

掘.…文物，1989，（11）.…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

三次发掘.…华夏考古，1992，（3）.…

［5］… 孙新民.…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丰汝窑博

物馆，编.…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

器集粹.…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1～4.…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丰清凉寺汝窑址

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11）.…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8.…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丰汝窑博物馆，编.…梦

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粹.…郑

州：大象出版社，2017.…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

2014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1）.…

［10］…发掘者总结，这类“类汝瓷”的釉色以天青色、

青绿色为多，另有月白、卵青等，釉的玻璃质感

较强，胎色灰白，质密坚实，烧成温度略高于天

青釉汝瓷。（郭木森.…清凉寺汝窑考古新发现及初

步认识//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

集粹.…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275～280….）

［11］…发掘者根据清理的地层认定这些素胎、青釉器物

和类汝瓷的时代晚于北宋的汝官瓷，但由于对汝

窑生产时代的不同认识，将这些器物的时代定为北

宋末到金代初年。（赵宏.…汝窑2011—2016年考古

新发现//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

集粹.…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253～274.…）实际

上，汝窑的生产时间已达北宋末（详后述），所

以这些器物的时代应为金代初年。

［12］…同［9］.这些年的发掘主要环绕2000～2002年发

掘的区域布方。发现的北宋时期地层不多，主要

是所谓宋末金初的地层。由此可见，2000～2002

年发掘的800多平方米是天青釉汝瓷生产的核心区

域。赵宏认为汝官窑的烧制区大于原来勘探推定

的4800平方米，根据他划定的范围，生产区的面

积略少于9000平方米。（赵宏.…汝窑2011—2016年

考古新发现//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

瓷器集粹.…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253～274.…）

但笔者认为，天青釉汝瓷最核心的生产区域就是

2000～2002年发掘的区域（800余平方米），周边

地区仅为堆料区或窑工居住区等辅助配套地区，

核心生产区的面积还不到4800平方米。

［13］…根据前4次对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掘，大体了解

了清凉寺窑址的生产时代和面貌，“该窑址的文

化层堆积厚，延续时间长，文化层可分为四至六

层，一般厚1.…5-2.…2米。根据各层内出土的铜钱和

器物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北宋早、中、晚期和

金、元五个发展阶段”。（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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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次发掘.…前揭注。）…在第IV区并未见清凉

寺窑生产早期阶段的北宋早、中期的遗存。

［14］…发掘者将天青釉瓷器称为汝窑，认为在此区发现

的少量青釉、白釉和黑釉器物“除极少量的豆青

釉瓷器与汝窑初期烧造有关外，绝大多数民用瓷

器应是汝窑窑工的生产生活用瓷和晚于汝窑烧造

年代的瓷器”。（宝丰清凉寺汝窑.…郑州：大象出

版社，2008：112.）

［15］…2000～2002年的发掘清理窑炉20座，均为北宋时

期的，2011～2016年的发掘清理窑炉17座，但有

一些时代较晚的窑炉，包括2座明代窑炉，因此

没有准确的北宋时期窑炉的数字。（赵宏.…汝窑

2011—2016年考古新发现//梦韵天青：宝丰清凉

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粹.…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7：253～274.…）

［16］…此区发掘的C3，长方形带有烟囱，发掘者称之为

烧灰池，实际上应该是烧制配釉的釉灰的窑炉。

关于釉灰窑的情况，参见：秦大树.…釉灰新证.…考

古，2001，（10）.…

［17］…这样的窑场以观台磁州窑址为典型，在1987年的

发掘中发现了集中生产釉、化妆土和集中烧制瓷

器的区域。参见：秦大树.…磁州窑的生产方式初

探——考古发现的窑业遗迹所体现的生产模式//

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六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117～136.…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

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55.…

［19］…同［6］.…

［20］…尽管发掘者在报告中提及：出土了“大量呈色非

常好的和有别于民用汝瓷的新器类”，（…宝丰清

凉寺汝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35.）但在报

告中并未见不同于汝州地区窑场的很特别的新器

类，质量上也与汝州地区窑场中的精品不相上下。

［21］…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临汝严和店汝窑遗

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5，（3）.…

… 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临汝窑址1996年考古发

掘.…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待刊.…

［22］…关于这里所说的窑户的概念指的是生产坯件的制

坯户和烧窑户做组成的生产组合。（秦大树.…磁州

窑的生产方式初探——考古发现的窑业遗迹所体

现的生产模式//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

研究（第十六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117～136.…）

［23］…在对汝窑胎色胎质的描述中，今人受古代文献对

汝窑的评价影响，将其称为“香灰胎”，意指胎

色较浅淡，胎质细腻。然而，河南中西部地区的

制瓷原料大多质量不高，无法与河北邢台、定州

到北京市南部地区的原料相比。所以，尽管汝窑

在当时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后世又被列为宋代名

窑之首，但其胎色千差万别，浅淡坚致并不是主

流。胎质也并非都很细腻，达不到同期定窑等精

细白瓷的细腻程度。

［24］…在正式报告中发掘者将汝窑的生产阶段分为两

期：初创期和成熟期，但在此前刊布的宝丰清凉

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中指出，从考古地层上

看又可分成三个小的阶段。据笔者的理解，三期

的早期阶段对应正式报告的初期阶段，中、晚期对

应成熟期，这里所说的出现了素烧器的成熟期较晚

时期，即原来所说的第三期。仔细研读，正式报告

中也在多处有汝窑早、中、晚期的提法，也有用

“中期”对应简报的第二期，用“御用汝窑的鼎盛

阶段”对应简报的第三期。值得注意的是，素烧器

的出现和匣钵外壁普遍涂抹耐火泥的现象都是出现

于第三期的。这表明成熟期的汝窑在技术上有过重

要变化，应该还可以进一步分期或分段。

［25］…发掘报告据出土的“元丰通宝”指出“汝窑瓷器

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这是不正确

的。由于宋钱在历史上曾经长期使用，地层中出

土的年号钱币只能表明地层的年代上限不早于

钱币铸造的年代。进一步说，同一时期的地层中

应以最晚的年号钱作为地层上限的断代依据，因

此，不能以“元丰通宝”断代，而应以“元祐通

宝”断代。

［26］…（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二：陶炉

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93册.台北：商务印

书馆，1983：128.…

［27］…（宋）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石门文字禅：卷八.…

《四部丛刊》景明径山寺本：81.…

［28］…（元）脱脱.…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四.…北京：中

华书局，1977：1437.…

［29］…（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条：“又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

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周煇，撰，

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4：213.…］…关于汝窑在生产中以玛瑙入釉，不

仅有文献的记载，在考古工作中也得到了证明。

2015年在汝窑核心生产区西南部的发掘中，在北

宋的地层中出土了大块的玛瑙矿原料，在中心烧

造区北部，出土了数百块加工过的玛瑙石碎块。

（赵宏.…汝窑2011—2016年考古新发现//梦韵天

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粹.…郑州：大

象出版社，2017：253～274.…）如果汝窑以玛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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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窑的这类器物质量较高，水平接近耀州窑，十

分突出。

［41］…白釉珍珠地划花瓷器工艺复杂，装饰纹样精美，

是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瓷器产品中的精品，目前的

考古工作只在生产水平比较高的窑址发现这类产

品。（秦大树，贾宁.…论珍珠地划花装饰瓷器//北

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登封

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258～289.…）…

此器于1989年出土于I区，时代为北宋后期。图片

为笔者拍摄于宝丰汝官窑遗址博物馆。

［42］…这类低温釉瓷器在北宋中期只在接近都城开封的

河南中西部地区的窑场中生产，器类多为陈设器

和供器，目前这类产品仅发现于北宋时期几个生

产水平最高的窑址之中。

［4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

年九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93：12277.…

［44］…（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4：213.…此句前人就已存

疑，《景德镇陶录》卷九引此文时即改做“宫禁

中烧者”。［（清）蓝浦乾隆六十年（1795年）

著，郑廷桂嘉庆二十年（1815年）增补.景德镇陶

录：卷九：陶说杂编下.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翼

经堂同治九年（1870年）重刻本//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谱录类：11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413.…］

［45］…《清波杂志》本身就有所提示，该书卷八云：“印

板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

若麻沙之差舛，误后学多矣。”《清波杂志》现存

宋刊本（即《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常熟瞿氏铁琴

铜剑楼藏本。《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前言》

指出该书错讹数处，指出“宋本也远远不是完美无

暇的”。（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

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9，10.…）

［46］…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8）.…

［47］…《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四》：“殿中省…监…

少监…丞各一人，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

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

参领之。凡总六局：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

药，掌和剂诊候之事。曰尚酝，掌酒醴之事。曰

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尚舍，掌次舍幄帟之

事。曰尚辇，掌舆辇之事。六尚各有典御二人，

奉御六人或四人，监门二人或一人。”［（元）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3880.］

［48］…（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

略.…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68～178.…

（责任编辑：刘亚玲）

釉是由于发现了大规模的玛瑙矿才成为可能，并

成为汝窑重要的特点，则汝窑的始烧时间当在政

和四年（1117年）以后。…

［30］…靖康之变以后，在开封建立的政权先后有张邦昌

的“伪楚”，以及刘豫的“伪齐”，其中伪齐政

权存在八年，定都开封的时间为绍兴二年至七年

（1032～1037年），这期间利用旧有的工艺基础

和管理系统在汝州生产用于国家礼制性活动的用

瓷，是很有可能的。在清凉寺窑址Ⅳ区发掘出土

的器物中，北宋末的产品与金代前期的有较大的

差别。原因是北宋末期这里生产的是贡御用的日

用器物，而金代这里的产品则具有御窑的特点，

即用于国家祭奠等礼制性活动的用具，与南宋官

窑生产的器物相似。因而产品种类出现了差别。

［秦大树.…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和生产机构.…文

物，2005，（5）.…］

［3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

1957.…凡引自此书者，恕不另注。

［32］…《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八记：“（大中祥符

六年二月诏，八作司）若差出向外监修，只将带

逐色作头往彼，不得更抽工匠。”

［3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四记：“神宗熙宁二

年三月三司言，东西八作司监官旧六员，顷因霖

雨，添差使臣八员。省司既已编排紧慢今作番次修

造，则以自八作司正监官六员，准备专大将（使）

（这里文字可能有问题，“专”字疑衍，或有丢

字）二十员，提点修造司官二员，分巡勾当。上件

使臣欲乞两司各留两员，余并废罢。如后有大段修

造，即自临时奏乞，下三班院选差。”

［34］…这种官府向民间作坊订货生产御用瓷器的方式，

亦是贡窑的一种形式，可以以定窑为代表。（秦

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北京艺术博物

馆，编.…中国古陶瓷大系：中国定窑.…北京：华侨

出版社，2012：256～271.）

［35］…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二编）.…北京：中华书

局，1995：57.…

［36］…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

历史研究，2004，（6）.…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

年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2471.…

［38］…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7：138～145.…

［39］…同［31］：职官三六之二八。

［40］…青釉刻划花瓷器是汝州地区诸窑址中最重要的产

品，是受耀州窑影响产生的精品器物，但汝州地

区窑址中发现的这类器物常常制作较粗率，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