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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大宾，又名晓冰。斋号“静思园”，别号“静思园公”“博陵子”。中国硅酸盐

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古文物收藏家、独立学者。

1953 年，生于河北保定干部家庭，自幼受良好教育。1975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理

工大学硅酸盐专业。同年就职于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从事玻陶企业管理与科研工作。

1990 年下海，从事建筑业。后创办“石家庄燧人能源环保研究所”，从事生物质能研究，

获五项国家专利。

早年，即涉足收藏领域，醉心于历代古瓷、金石、书法，收藏颇丰，多有重器。

天命之年，放弃实业，笃修学问。以自有金石藏品为基础，潜心研考中国书法史，

著有《论“北魏洛阳邙山体”的成因与渊源》一文，获中书协“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

大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耳顺之年，以硅酸盐专业知识为根底，以自有古瓷藏品为基础，主攻中国陶瓷史。

著有《五代柴窑研究》等书。该书为难度极高之揭秘类考古学术专著，在当代古陶瓷研

究著述中，较为罕见。

段大宾淡泊名利，静心悟道，思维敏捷，研考缜密。其著作，观点新颖，言之有物，

拂尘去垢，屡创新说。

夫人赵鲁林 2017 年初春摄于泰山普照寺



本书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作者自己收藏的宋汝重器——“北宋汝窑卵

白釉弦纹洗”。此种北宋“卵白釉汝瓷”恰是历代古籍资料多处记述，

而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均无缘收藏的。

本书首次向外界公开了该件“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上“蟹爪纹”

的照片。由此，困扰中国文博界多年的北宋汝窑器上有无“蟹爪纹”与

何为“蟹爪纹”之谜被彻底揭开。

本书首次向外界公布了作者自己研制的《段氏古瓷自然老化痕迹鉴

定十二条标准》，并详细记录了“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的鉴定过程。

由此，确定了该件“宋汝重器”的真实身份与文物价值。

本书详细介绍了当今古陶瓷界使用的三种鉴定方法：1. 传统“眼学”

鉴定法。2. 现代仪器鉴定法。3. 公安部《古陶瓷老化痕迹鉴定法》。明

确指出了三种方法的优劣及其应用范围。

本书明确指出了当今学术界的“宋汝研究八大误区”，并逐条予以

澄清。

本书明确指出：北宋定窑器上的“芒口”不是北宋王朝“弃定用汝”

的根本原因，而北宋初年的宋辽战争，才是北宋王朝“弃定用汝”的根

本原因。

本书从宋辽战争史的角度探求“北宋御用汝窑”的创烧与停烧时间，

并用大量证据证明“北宋御用汝窑”创烧于北宋早期，从而彻底否定了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北宋御用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之观点。

本书既有严谨的考证过程，又有有趣的历史故事，更有诱人的收藏

经历与古瓷鉴定方法。本书不但适合于古陶瓷研究学者，也适合于广大

收藏爱好者及普通读者，可谓雅俗共赏，值得一读。

内容介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    序                                                     002

引    言                                                     004

第  一  章    中国两岸故宫收藏“北宋汝窑器”的定位            007

第  二  章  “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时间                        011

第  三  章    北宋定瓷“芒口”                                               017

第  四  章      北宋“汝州旧窑器”                              029

第  五  章    河北石家庄惊现“宋汝重器”                           037

第  六  章    当代古陶瓷鉴定之困惑                                       044

第  七  章    鉴宝秘籍——《段氏古瓷自然老化痕迹鉴定十二条标准》 056

第  八  章    新面世“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鉴定纪实             079

第  九  章    北宋汝窑器“蟹爪纹”                            088

第  十  章    北宋汝窑器“玛瑙釉”                            099

第十一章  “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时间考论                               108

第十二章  “北宋御用汝窑”兴衰史考论                                      122

第十三章    结  语                                          155

后    记                                                    162

附    录                                                    164



北宋汝窑研究002

北宋御用汝器，存世稀少，价值连城，实乃古瓷中之瑰宝也！自古

至今，多少收藏大家不惜重金，欲将其收入囊中；多少专家学者著书立

说，欲对其详加论述，然鲜有成者。何也？盖因北宋御用汝器，年代久

远，珍稀罕见，故奢望难达也。

古物收藏至宋乃盛，精品荟萃，名家辈出，宋收藏家赵明诚、李公

麟、吕大临为其翘首者。宋人收藏古物即重把玩观赏，更重学术研究。

宋人吕大临论及古物收藏时曰：

“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

如见斯人矣。以意朔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传经之阙亡，正诸儒之

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志于古者，亦将有考焉。”

吕公之意：古物收藏，虽有观赏把玩之功，更有补阙正误之命。吕

公之言，确为古物收藏之要旨。

古物收藏，欣赏把玩易，补阙正误难，尤以北宋御用汝器为甚。当

今学界于北宋御用汝器之研究，沿袭旧说，人云亦云者有之；学风浮躁，

浅尝即止者有之；知识失衡，力不能及者亦有之。加之北宋御用汝器，

珍稀罕见，史证缺失，欲达“补阙正误”之目的，谈何容易？

中国素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大抵对应于君王臣子，而立言则

对应于文人学者。何谓立言？以吾之愚见：乃新言、谔言、实言之总汇

也。新言，乃标新立异、前人未述之言，西人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也；

谔言，乃拨乱反正、纠谬去误之言，西人哥白尼“日心说”是也；实言，

乃合乎逻辑、握多重证据之言。三者之中，实言最重，若证据缺失，则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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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言、谔言必为诓言耳！故著书立说，证据为第一要物也。

北宋汝窑研究，多年因袭，似有成论，虽漏洞百出，然皆为著名专

家学者金口钦定，谁敢置疑？于是乎，“宋汝研究八误”遂成定论矣。

然事实胜于雄辩！公元 2013 年，“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之面世，

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蒙上苍眷顾，吾有幸藏有该件“北宋汝窑卵白釉

弦纹洗”。手握确凿之证据，加之多年跻身硅酸盐行业，粗通瓷艺抽添

之术，由此，涉入北宋汝窑研究之领域。

文博之界，最讲门派，更重名头。吾本圈外之人，非出正宗之脉，

亦无显赫之衔，自称藏有宋汝重器并多有研究，谁人信乎？幸多年研考

古瓷，总结有《段氏古瓷自然老化痕迹鉴定十二条标准》及《北宋汝窑

器十八条特征》，以此对照该“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条条相符！

有此为根，吾之宋汝研究，方有底气，得以前行。

经数年缜密之考证，对当代“宋汝研究八误”予以勘正。随之，提

出了“卵白色汝州旧窑器说”“宋辽战争决定说”“汝窑早期创烧说”

等学术新观点。于宋汝研究领域，拨乱反正，创立新说，完成一代学人

之使命。考证详情，尽在书中，是非曲直，诸贤一鉴。始于古器收藏之

爱好，终于补阙正误之目的。宋贤吕公之收藏观，在此得最佳体现也！

吾之挚友，中国书协原副主席、当代著名书法大家、收藏家旭宇先

生特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深表谢意！

廖此数语，谨为序耳。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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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谓宋代五大名窑，曰“汝、官、钧、哥、定”，汝窑位居魁首。

2012 年 4 月 4 日上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爆出惊人消息：日本茧山

龙泉堂珍藏的一只“北宋汝窑天青釉葵口洗”，以 2.0786 亿元港币天

价成交，此洗成交价刷新了宋瓷拍卖的世界纪录，在世界古陶瓷界引起

了巨大震动。据说，该洗的买家是香港著名收藏家刘銮雄先生。

此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口洗”与大英慱物馆所藏北宋汝窑洗原本

一对，同属克拉克夫妇的旧藏。1936 年，夫妇俩将其中的一只赠给了

大英博物馆，另一只直到 1976 年才将其出售，归日本茧山龙泉堂所藏。

数十年后，这只“北宋汝窑天青釉葵口洗”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闪亮登

场，因其珍稀贵重，引得国内外顶极收藏家们重金相搏。

北宋汝窑御用器传世极少，被视为稀世之宝，据不完全统计，现今

全世界有序可循的汝器共约70多件，分别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 23 件，上海博物院 8 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 7 件，

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

和圣路易博物馆等处约 10 余件等。物以稀为贵，正因北宋汝窑在中国

古陶瓷史上占有特殊重要之地位，故而国内外学术界对其高度重视。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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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诸多专家学者对北宋汝窑多有研究考证。然

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北宋汝窑尚有诸多疑难问题亟待解决，主要存

有六大疑难问题。

1. 北宋御用汝窑烧制时间问题。2. 北宋“汝州旧窑器”问题。3. 北

宋御用汝窑创烧与定窑“芒口”关系问题。4. 北宋汝窑器上“蟹爪纹”

问题。5. 北宋汝窑器“玛瑙釉”问题。6. 北宋御用汝窑与北宋汴京官窑

关系问题。

尽管诸多专家学者对上述六大问题进行过研究考证，然时至今日，

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六大问题互相交错，盘根错节，像一团剪不断、

理还乱的麻，严重阻碍着我们对北宋汝窑的认知。

2013 年，历史机遇悄然降临，一只“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在

河北石家庄面世。这只“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的珍稀程度与文物价

值，远高于日本茧山龙泉堂那只“北宋汝窑天青釉葵口洗”。正是由于

这只“北宋汝窑卵白釉弦纹洗”的面世，终使上述六大疑难问题迎刃而

解！终使北宋汝窑研究冲出重重历史迷雾，出现了历史性转机。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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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两岸故宫收藏“北宋汝窑器”的定位

北宋汝窑器以其高雅简洁的优美造型、独特珍贵的玛瑙釉料而独步

中国瓷坛，备受藏家珍爱。然而，由于历史久远与兵灾战乱，北宋汝窑

器传世稀少。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各大博物馆仅收藏北宋汝窑

器约 70 余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收藏于国内外著名博物馆中

的“北宋汝窑器”，均不是有明确考古发掘记录的出土之物，所以，它

们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它们是否真正出自北宋皇宫？无人知晓！

众所周知，河南御用汝窑创烧于北宋年间，它曾为北宋皇宫提供过

御用之器。不幸的是，北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1127 年），金兵占领

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北宋首都受到了空前浩劫，史称“靖康

之难”。从此之后，北宋御用汝窑，窑毁火熄。

北宋“靖康之难”之后，宋徽宗赵佶与儿子宋钦宗赵桓及其皇后嫔

妃、国戚重臣等几千人，作为金国的俘虏，被押往北国。与此同时，北

宋宫中珍宝也被抢掠一空，宫中的“北宋御用汝窑器”同样难逃厄运。

金国将领将抢劫的财宝一半分给金兵作为奖赏，另一半则装载了两千多

辆大车，水陆并进，运回金国。由此可知：北宋皇宫中的“北宋御用汝

窑器”，一部分握于普通金兵之手，其后流散于中国北方民间；另一部

分则进入金国皇宫之中。北宋“靖康之难”是“北宋御用汝窑器”遭受

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劫难，或称第一次劫难。其后，中国封建社会又发生

了多次动荡，“北宋御用汝窑器”又遭受多次劫难与迁徙。在历次动荡

中，对“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破坏与损毁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次劫难是元朝灭金。元朝建都北京。金国所藏“北宋御用汝窑

器”从金国首都来到了元朝首都北京。

第三次劫难是明朝灭元。明朝建都南京。元朝宫中所藏“北宋御用

汝窑器”由元朝首都北京来到明朝首都南京。

第四次劫难是明朝初年的“靖难之战”。明燕王朱棣与侄子明惠帝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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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为争夺皇位爆发了战争。燕王朱棣取得了胜利，攻占南京，其后

又迁都北京。明朝所藏这批“北宋御用汝窑器”，从南京又回到了北京。

第五次劫难是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大顺王朝

建立。然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北京仅仅统治了 40 多天时间，就被

清军及其吴三桂军队打败，大顺军退走西安。李自成逃离北京时，将明

朝宫中珍宝抢劫一空，明朝所藏“北宋御用汝窑器”，又遭严重损毁。

第六次劫难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咸丰十年（1860 年），八国

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清宫珍宝遭到抢劫，清宫所藏“北宋汝窑器”，

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第七次劫难是中华民国初年，故宫失窃。1912 年，满清王朝逊位，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根据中华民国政府对清庭的优待协议，清朝小皇帝

溥仪仍住北京紫禁城中，直到 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才将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在这 12 年中，溥仪及其同伙大量盗取

北京故宫文物，其中不排除盗取清宫所藏北宋汝窑器之可能。

总而论之，从 1127 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至 1924 年清朝末代

皇帝溥仪被逐出北京紫禁城。在这 997 年中，“北宋御用汝窑器”经历

了七次重大劫难，有些劫难甚至是毁灭性的。虽然，今人无法知晓历代

“北宋御用汝窑器”损毁的细节与数量，然而，历次浩劫对“北宋御用

汝窑器”造成的损毁与流失应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北宋

御用汝窑器”数量愈来愈少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当今“北宋御用汝

窑器”凤毛麟角、存世量极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历代珍宝都有一个聚散的过程，“北宋御用汝窑器”也

必然遵循这一规律。历次社会动荡过后，流落民间的“北宋御用汝窑器”

都有一个再次向后朝皇室聚积的过程。故此，本书认定两点。

1. 中国两岸故宫所藏之 40 件北宋汝瓷，应是前朝皇室遗物与民间

征集物的混合体。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汝瓷，只是传世品，没有出土物，

且来源不清，因此，难称传承有序。客观地讲，两岸故宫珍藏之 40 件

汝瓷中，有多少真正出身于北宋汴京皇宫？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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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物之收藏，一靠权力与金钱，二靠机缘与运气，而后者似乎更为

重要。清朝皇室握有权力与金钱，但民间收藏家更有机缘与运气，他们更

接地气。两岸故宫收藏有 40 件北宋汝窑器是事实，而民间收藏家同样收藏

有一定数量的北宋汝窑器也是事实。某些人对民间收藏家所藏之北宋汝窑

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就北宋汝窑

器而言，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汝瓷，仅是幸存于世的北宋汝窑器中的一

部分，还有数量不详的北宋汝窑器散落于中国民间收藏家手中。对北宋汝

窑的学术研究而言，两者的证据力应不分伯仲，两者的学术价值均应引起

当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清宫皇家收藏品与中国民间收藏品，均为中华民

族的瑰宝，均为北宋汝窑研究的基础物。如果天真地认为只有中国两岸故

宫所藏的才是汝瓷真品，而中国民间收藏的汝瓷则是毫无价值的伪品，那

就太幼稚可笑了。

如果用一句成语来形容考古工作，那么“盲人摸象”这句成语最合适

不过了。中国悠久而神秘的历史就像一头大象，考古工作者就像盲人，对

绝大多数的考古项目而言，由于古籍资料与文物的缺失，考古工作者就像

“盲人摸象”一样。尽管考古工作者们竭尽全力地探索历史，力图真实地

还原历史，然而，想要完全弄清某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其实是很难的。所以，

明智的考古工作者在做出考古研究结论时，对其研究结论总要设想多种可

能性，总要留有充分的余地。而幼稚的考古工作者，将树木当森林，将局

部当整体，并由此而做出绝对化的结论，其学术观点之可信度也就可想而

知了。

本文认为：将中国两岸故宫所藏“天青色汝窑器”视为“北宋御用

汝窑器”的唯一标准物，此乃当代北宋汝窑研究中的第一大误区。

本文之所以认定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天青色汝瓷，不能作为“北宋

御用汝窑器”的唯一标准物，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两条确凿证据的。

1. 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汝瓷中，没有一件“卵白色汝窑器”。

历代古籍资料明确记载①：在北宋御用汝窑器中，有一种“卵白色汝窑

器”。且据众多古籍资料记载，有多位古代大收藏家都曾亲眼见过并亲手

第一章



北宋汝窑研究010

收藏过这种“卵白色汝窑器”。然而，详查中国两岸故宫所藏40件北宋汝瓷，

釉面均为天青色，没有一件为卵白色。这一缺失，应是中国两岸故宫的一

大遗憾。关于北宋“卵白色汝窑器”的详情与研究考证，本书后文备有详述。

2. 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汝瓷中，没有一件有“蟹爪纹”。

历代古籍资料有明确记载②：某些北宋汝窑器的釉面上有“蟹爪纹”，

且有多位古代大收藏家曾亲眼见过北宋汝窑器上的“蟹爪纹”，并且将此

作为鉴定北宋汝瓷真品的重要特征（就像钧窑器上的“蚯蚓走泥纹”那样）。

故而，在中国历代收藏界均有所谓北宋汝瓷“有蟹爪纹者认真”之说法。

详查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北宋汝瓷，没有一件有“蟹爪纹”。这一缺失，

应是中国两岸故宫的又一大遗憾。关于北宋汝窑器上“蟹爪纹”的详情与

研究考证，本书后文备有详述。

总而言之，一个重要的考古研究项目，确定标准物是首要工作，而

就北宋汝窑研究而言，仅将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天青色汝窑器”

作为“北宋御用汝窑器”研究与鉴定的唯一标准物，显然是不够的。如

果将树木当森林，以局部代全局，仅以中国两岸故宫所藏 40 件“天青

色汝窑器”为唯一标准物，仅仅围绕“天青色汝窑器”做文章，打转转，

就恰似盲人摸象一般，那么，在北宋汝窑研究中，出现错觉与误判就在

所难免了。譬如，当今古学术界对“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时间的误判

就是典型一例。

注释：

①、②  见【明】曹昭《格古要论》、【明】高濂《遵生八笺》、【明】谷应

泰《慱古要览》、【明】田艺蘅《留青日札》、【清】朱琰《陶说》、【清】梁同

书《古窑器考》、【清】唐铨衡《文房肆考》、【中华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

等古籍。



011

第二章  “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时间

河南汝州瓷业，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经几百年发展至北宋初年，已

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准与生产能力。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报

告显示，宋初的汝州瓷业已能大量烧造普通的民用瓷。北宋时期，汝州

某个规模较大的窑场（目前该窑场具体位置尚未确定），曾接受皇家指

令，为北宋皇室烧造了掺有玛瑙屑的高档御用汝瓷。为与北宋汝州民窑

大量的普通产品相区别，本书特将此类专为北宋皇家烧造的玛瑙釉高档

汝瓷，称之为：“北宋御用汝窑器”。

关于“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的时间段，中国古陶瓷界多位著名专

家学者对此曾有论述，分述如下：

1. 著名古陶瓷专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客

座研究员叶喆民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1 年）一书中曰：

“至于此种所谓汝官窑瓷器的烧造年限，著者曾经推断：大体在宋

元祐元年至宣和末年（1086 － 1125 年）即哲宗，徽宗时期。”

叶先生认为“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造时间是，公元1086－1125年，

前后总共烧制了 39 年。

2.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辉柄先生不同意叶先生的观点，李先生在其

所著《宋代官窑瓷器》（故宫出版社，2013 年）一书，中曰：

“陈万里先生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对汝窑烧瓷的历

史作过一些分析，他从该书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 年）为线索，以书

中提到‘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为依据，推断汝窑的烧造年代距

离宣和年间不会太远。故提出汝州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大概介于哲宗

元祐元年（1086 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 年）之间。陈先生把下限

断定为崇宁五年，是以《坦斋笔衡》中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

名曰官窑’为依据的。但根据本章分析，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汴京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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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北宋官窑就是官汝窑，那么，官汝窑始建年代最早也不过是在

政和元年（1111 年）。因此，把它的下限时代定在此时是可靠的。这样，

官汝窑的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七年，即 1125 年），

其间仅有 14 年的时间。”

由上文可知，李辉柄先生首先否定了“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他

认为，“北宋汝官窑”就是“北宋官窑”。李先生认为，北宋御用汝窑

器烧制的时间段是：宋徽宗政和元年至宣和七年（1111 － 1125 年），

前后总共烧制了 14 年。

3. 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安志敏、安

金槐、朱伯谦、汪庆正等人编著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对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段也有所论述，文曰：

“汝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宋人有一些含混的记载。陆游《学老

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窑有芒也。’陆游

是南宋人，他说的‘故都时’应是陆游见闻所及的北宋晚期。已故的陈

万里先生根据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于宋宣和五年（1123

年）以及书中‘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

宗元祐元年（1086 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 年）这二十年之间。他

还指出‘新窑器’是对‘旧窑器’而言。但是旧窑器为何物，他没有说。

‘旧窑器’，我们从文献上可以找到的根据是，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城

志》，记耀州窑自神宗元丰（1078 年）到徽宗崇宁（1102 年）之间也

烧造宫廷用瓷，它的实物标本，我们已在耀州窑遗址及北京广安门外发

现，很可能‘旧窑器’即是耀州青瓷。”

由上文可知，《中国陶瓷史》认可陈万里先生的观点，即汝州烧宫

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到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

年）这 20 年间。

该书还提到与“汝州新窑器”对应的“汝州旧窑器”，冯先铭先生

等人认为“旧窑器”很有可能是耀州青瓷。关于与“汝州新窑器”对应

的“汝州旧窑器”身为何物？本书后面章节备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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