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的柴窑是文物界苦苦寻觅的千古之谜。
相传柴窑“片柴值千金”，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只有文献记载而无传
世品。
柴窑是五代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所创的窑。列为诸窑之冠。柴窑更是
高居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上，柴瓷有“瓷皇”之称。据明代《博物
要览》记载，柴窑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明万历记载，
“世传柴世宗时，烧造司请其色，御批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
将来’”。
1997年，郑州市开通紫荆山路，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碧绿青瓷洗。几位
专家心头一亮，认为这就是魂牵梦绕的御柴窑瓷，也因此诱引了郑州陶
瓷爱好者开始寻觅郑州柴窑的行动。
2001年至2003年郑州老城东西大街扩宽改造时，地下出土了很多的
瓷片。从那时起，一些老居民才知道柴窑，知道文献上都写着后周柴窑
在河南郑州，对捡拾瓷片开始痴迷起来，使得郑州的“柴窑热”跟着升温。
经过考古界、民间爱好者多年的寻觅之旅，文物界有种观点认为，柴窑在
河南。还有一些研究柴窑的专家得出更清晰的结论：柴窑在郑州。郑州
市柴瓷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柴瓷研究专家田
培杰先生对此深信不疑。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幸福路郑州老戏院内的郑州
市柴瓷文化研究会，新上任的研究会会长雷焕新
告诉记者，2015年，研究会进行了换届，并作了近
长期规划，其中一项就是要将柴瓷作为郑州申遗
项目来做。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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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沉睡在郑州市老城地下成

神秘柴窑缘何“片柴

78 岁的田培杰谈起柴窑瓷，如数
家珍，滔滔不绝，“‘柴窑在郑州’是古
今恒言”，田老对所持观点一再强调。

柴窑瓷研究可以说是他一辈子
从事的事业。他说，全国柴瓷研究界
不断有人上门和他研讨，也不乏意见
相左者，他都拿出自己的理论和论据
进行论辩。

每当来访客人提出想看看那些
尚未被定论的“柴瓷片”时，田培杰会
小心、郑重地拿出锁在玻璃柜里的瓷
片，并将它与汝窑片对比，“这个更薄
更透，色泽更亮，声音也脆。”田老指
着他手中的“柴瓷片”说。

“当下瓷器界柴窑的关注度最
高。郑州市柴瓷文化研究会就是想
通过研究柴窑，让更多人认识到柴窑
就出自郑州，引起人们对其价值的认
知和关注。”

田培杰是老郑州人，从小住在贾
鲁河边，初高中时期就见识过在郑州
出土的原始青瓷片和残器，受老师的
影响，“郑州柴窑瓷”的概念很早就深
植在脑海里。

“郑州柴窑文献记载最多，位居
宋代五大名瓷之首，但窑址发掘较
晚。因为她一直沉睡在郑州市老城
地下，故而成为千古之谜。”

“2001年至2003年郑州老城东西

大街扩宽改造时得以重见天日，因多
种原因，窑址仅是昙花一现，又被埋
在高楼之下，或被大型挖掘机破坏。”
谈及此，田培杰深感遗憾。

《郑州柴窑》是田培杰与他人合
编的一书，此书一出，全国几处都说
是柴窑发源地的喧嚣消声了。为写
这本书，他考察了 11 个县市 48 处与
柴窑相关联的遗址、遗迹，研究了民
间搜集收藏的大量窑片、窑具等，“光
是瓷片与残器就有上万件”，因而他
把这些一线的柴窑收藏者都纳入了
研究会。

在这本书里，田培杰搜集了各个
朝代关于柴窑的文献资料，他指着上
面的影印资料说，明代王佐在所著

《新增格古要论》中，首次提出“柴窑
出北地河南郑州”。随后还有梁同书
的《古窑器考》、蓝浦的《景德镇陶
录》、寂园叟的《陶雅》、关中权的《四
朝瓷论》、韩国钧的《瓷录》、程村的

《柴窑考证》、郭葆昌的《瓷器概说》
等，均记述“柴窑出郑州”，无一本文
献或是只言片语提及其他州、县。

“柴荣建御窑决不会舍近求远，
像一位陕西人说的建在离京城千里
之遥的耀州。郑州所属密县、登封、
巩县和近郊裴李岗有丰富的瓷土和
釉料，‘耀州说’不可能。”

各种瓷片出现最多的时机与郑州的
城市建设有关。1989 年郑州亚细亚建设
工地首次发现瓷片。2001 年东西大街开
始扩宽改造，至 2010 年 10 多年的时间内，
在郑州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法院东
街、魏家胡同、唐子巷、关帝庙街、火神庙
街等几十处拆迁或建设工地上出土了各
种瓷片。

其中有一个天青小碗，釉面滋润细媚、
光亮如镜，底施满釉，碗壁透光，敲击能发
出磬声，还有一些灰青、粉青残器，它们的
特征与柴瓷的特征相符，对此，郑州市柴瓷
文化研究会暂定为疑似柴瓷。

被郑州市柴瓷文化研究会认定的完整
柴瓷现在总共发现多少件呢？田培杰告诉
记者：“郑州市总共 12 件。目前都是个人
收藏。”

有专家断言，若有一件柴窑真器，价
值可比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所以，
上述 12 件柴瓷虽然尚未公认，但持有者
都是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一般不轻易让
它们抛头露面，只有十分重要的场合才会

示之以目。
而对于窑址的寻找，大家也有重要发

现，“火神庙街与关帝庙街交叉处，有一座
连体窑小窑窑壁上有灰青色窑汗，证明是
烧青瓷的。发掘者定为唐五代烧砖窑。郑
州柴瓷文化研究会、郑州大学陶瓷研究所
与神垕几位工艺师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
应该是五代的柴窑”。

据《郑州志》记载：郑州西有“三结义”
庙，是柴荣与赵匡胤结拜的地方。城西北
有“五龙口”，村上有“五龙庙”，中间坐的便
是柴荣。郑州西门外有“饮马池”，是柴荣
饮马的地方。城西南有“柴王庙”。郑州东
朱仙镇年画有“柴荣推车”。郑州市内唐子
巷有柴荣开店铺的遗迹。郑州南郊郭店有
柴荣的陵墓……柴荣生前死后都与郑州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黄矞的第一部《瓷史》记有‘五代数十
年间，其瓷窑可考者有郑州窑、耀州窑、宣
州窑、南平窑、越州窑全国五大名窑’，郑州
窑为首。御窑建在郑州理所当然。”田培杰
如此分析。

2010年书院街与紫荆山路交叉口西北角发掘唐五代连体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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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12件“疑似柴窑”均藏于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