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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钧瓷发展脉络与艺术特色
崔东杰

（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

禹州是我国钧瓷的发源地，见证了钧
瓷的辉煌、衰败和重生历程，钧瓷作为目前
世界上仅存且生产着的高温窑变釉器，也是
反映禹州地区审美认知、以及现实生活的物
质载体。本文从禹州钧瓷的历史传承和艺术
特色出发，探讨了禹州钧瓷的起源、发展以
及艺术。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再设计、再设
计、再发展，才能带领禹州钧瓷再次走向辉
煌。

一、钧瓷概述

钧瓷是陶瓷界中的一朵鲜艳夺目的奇
葩，有“国之瑰宝”的美誉，其辉煌的技艺
成就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在陶瓷王国中独树
一帜，在中国陶瓷史和世界陶瓷史上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1]。禹州钧瓷是将含有某些变价重
层氧化物的复杂釉料厚涂在素烧坯上，使之在
适度高温熔融和氧化还原条件下发生物理、化
学变化，并按一定操作程序烧制的窑变瓷器[2]

[3]。钧瓷造型端庄，窑变美妙，色彩丰富且不
重复，有“钧不成对”，“窑变无双”“人窑
一色，出窑万彩”的艺术效果[4]。

二、钧瓷发展时代脉络

（一）晚唐
根据大量出土文物与陶推断，禹州境内

陶器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商周年间就已烧
制出原始青瓷。烧造技术后经长期的发展改
进，在唐代达到成熟。通过科学地比对，发
现唐花瓷与传世宋钧釉质具有相同化学组成
特点，因此部分学者将唐花瓷的乳光蓝斑看
作是蓝钧釉等分相乳光釉的先导，并把唐花
瓷称为“唐钧”。可以说，唐花瓷的出现为
之后禹州钧瓷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工
艺基础，起到了孕育和启蒙的作用[4]。

（二）北宋
北宋国力强盛，经济富足手，各类工艺

美术行当均取得空非凡成就，钧瓷艺术更是
空前发展。禹州地区的匠人们在晚唐时期制
作花瓷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金属元素引入釉
料中，使用高温还原火进行焙烧，得到了以
天青、月白为主及少量带红斑的早期钧瓷。
经过不断调试工艺过程中复杂而微妙的影响
因素，最终将铜元素作为主要呈色剂，成功
掌握了烧制红紫色窑变彩斑的钧瓷技艺。钧
红釉的成功创烧意义非凡，标志着我国陶瓷
美学上升到了另一层次[4]。

（三）金元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积贫积弱严重，战

火不断，疆土常受到外敌侵扰，百姓居无定
所，禹州钧台官窑停烧，大量的能工巧匠流
亡各地或被敌军俘虏，在异地继续从事钧瓷
生产活动，客观上扩大了钧瓷的传播范围。
金王朝北迁之后，中原一带才逐渐稳定，禹
州地区也慢慢恢复了钧瓷生产。但此时的钧
瓷烧制己不受官方限制，处于普及发展时
期，以量取胜，除少数能继承宋钧神韵外，
大部分做工粗糙，无法与宋代钧瓷相较。

（四）明清

禹州钧窑在元末因连年的战争灾荒而逐渐
走向断烧，陷入发展的低谷时期。随着康乾盛
世的到来，我国制瓷工艺抵达历史巅峰，但禹
州钧窑技艺却未有复苏迹象。不过也正是由于
常年的断烧，令传世不多的禹州钧瓷显得更加
弥足珍贵，被最高统治者视若珍宝。康熙、乾
隆皆对宋钧爱不释手，不仅搜集宋钧珍品，还
授意工匠们对其钻研仿制。

（五）清末民国
清末民国时期，官僚资本家等上层人

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掀起了收藏古董的热
潮，存世量极少的禹州钧瓷也受到藏者的热
捧。受此影响，禹州神屋镇的陶瓷工匠纷纷
尝试恢复断烧多年的钧瓷生产，但是因其工
艺太过复杂，均以失败告终。只有匠工卢氏
一家不言放弃，最终在风箱小炉中将钧瓷成
功复烧，为禹州钧瓷产业的复苏提供了参考
蓝本。

（六）解放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政府的

领导与扶持下，经过各界专家、学者以及艺
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攻破了“十窑九不成”
的难关，初步找到了窑变成色的门路。这一
时期的大部分钧瓷产品用于出口创汇，部分
作为“官礼”赠送外国政要，行销国内市场
的很少。

改革开放以后，钧瓷产品重新走向繁
荣。政府支持成立钧瓷艺术研究所，对钧瓷
生产工艺进行科学研究。一些专业艺术家的
参与，赋予了钧瓷更多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
涵。随着钧瓷烧制工艺的现代转型，专业钧
窑普遍兴起，禹州钧瓷产量、质量都获得大
幅度提高。

三、不同时代禹州钧瓷的艺术
特色比较分析

艺术设计来源于生活，禹州钧瓷作为禹
州地区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其设计不可避
免的受到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环境、审美风
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也必然会
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分析如下:

（一）晚唐
晚唐时期的花釉瓷就是河南地区陶瓷烧

制工艺中一个创新品种。花釉瓷以釉液的自
然“窑变”作为装饰，给人以天然造化、变
化莫测之感。它突破了传统陶瓷以单色釉色
加人为装饰的局限，为宋代钧窑瓷器的产生
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故又被称为“唐钧”。

（二）北宋
北宋年间禹州钧瓷的制作工艺与流程

得到了完善与改良，极大地提升了钧瓷的品
质，使之成为尊贵堂皇的象征。并通过对釉
料的不断创新，烧制出绚丽多彩的窑变釉，
形成了端庄典雅的艺术风格。最终，宋钧以
其温润如玉、焕然天成的釉色和古朴洗练的
造型，名满天下，赢得天子青睐，在古钧台
设立钧官窑，专为皇室烧制御用钧瓷，将钧
瓷工艺推向了历史巅峰[5]。

（三）金元
金元时期时局动荡，严重毁坏了原本繁

盛的经济、文化风貌。之后金人在宋代民窑
的基础上恢复了钧瓷生产，以此来满足民间
日常生活所需的家居用品。它基本上沿用了
宋代民窑的造型，但为了适应游牧民族的生
活习俗，器型更为粗放;釉色以天青、天蓝
为主，颜色暗淡，窑变效果虽不如宋朝灵活
多变，但其紫红色的釉斑装饰却别具一番风
味。但因其对胎料选择和工艺要求并不十分
严格，故除少数精品外，大部分产品胎料较
为粗松，制作较为粗糙，与宋钧形成鲜明的
对比。

（四）明清
明代以来，制瓷中心南移，北方地区的窑

厂纷纷衰败，虽然禹州在明代仍是全国主要的
瓷产区之一，但钧瓷烧造工艺已经失传，窑厂
仅能生产日用粗瓷，钧瓷发展陷入低谷。

（五）清末民初
国内经济条件短暂好转，热衷古董收藏的

人士也逐渐增多，故兴起了一股仿古之风。钧
瓷原产地禹州神屋镇民间陶瓷匠人受仿古风潮
影响，纷纷尝试恢复钧瓷生产。人们在当地烧
制日用粗瓷的工艺技术上开始尝试恢复钧瓷的
生产，造型无大发展，使用手工拉胚塑型，鲜
有胎模，实际烧制出的成品釉色单调，整体作
品粗糙、笨重，与正宗钧瓷差距十分明显[5]。

（六）建国后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省政府集中

各类资源，在卢钧工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
探索，终于突破了钧瓷窑变技术难关。恢复
生产后的禹州钧瓷以仿古瓷为主，造型追求
仿古风味。但受技术限制，制作工艺尚不稳
定，多数产品较为粗糙。釉层厚薄不一，薄
釉较多，乳光感稍差，釉色以青、蓝釉为
主，少数带有锡铬红料点抹而成的红斑。60, 
70年代，禹州钧瓷造型仍以传统仿古造型为
主，制作工艺得到进一步提升，人工加工原
料被机械代替，胎釉配方有了科学依据，由
过去的单色类釉发展为多色类釉为主，釉层
光滑莹润。80年代以后，禹州各大钧瓷厂钧
瓷生产以注浆成型为主，造型工整细致造型
方面吸取南方泥塑艺术的特色，窑变釉色也
达到了新的工艺水平，创新了一批新釉色，
各类新兴的迸片行纹为是其主要装饰。90年
代以后，禹州钧瓷匠师在继承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不断将时代主题和先进的设计思想
不断注入到钧瓷创作中，拓展装饰技法与表
现形式，使禹州钧瓷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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