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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一般的瓷器没有这

样的光泽，这是一件从未见过的

瓷器。

他有些爱不释手地问：“以

前刨出来过没有？”

“没有。”

“你这东西别人看过没有？”

“有，两个人来看过，我要1200元，他们嫌贵，因拿不

准，说回去商量商量再来。”

接着，主人把红薯窖因下雨塌陷后，小孩出去玩时顺

手捡到这件东西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王留现想，再早

两个月前正好是秋天下雨，老红薯窖被雨水冲刷塌掉泥

坯，露出瓷器，小孩玩耍回来就捡到了，时间可知，价钱也

值，但他没有带那么多钱，只好说：“王医生，这件东西对

我这个搞研究的当标本可不错，我想要，可我现在手里没

钱，一个月才105元钱工资，你多注意些，有人来买别让

买走，顺便再告诉我一声。”

过了一段时间，王长录找到他说：“你准备600元，换

成新钱，我再去说说能拿回来就拿回来算了。”

王留现借了200元钱，加上积攒几个月的工资凑够

600元，到银行专门换成新钱，王长录独自带着钱到邻居

家把那件瓷器买到了手。

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

会在西安召开。王留现带着那件瓷洗、

一包瓷片和一篇论文赶奔西安。就在这

次会议上，连他自己和专家们都没有料

到，他爆出的冷门竟然成为寻找汝官窑

遗址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

一次重大转机。

休会期间，王留现把所带的瓷片让

多位陶瓷专家观看。第二天吃过午饭，

他把那件灰青釉洗拿给耿宝昌看，拿给

叶喆民看……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专家汪

庆正因有急事要提前回去，正遇到王留

现，他心里忐忑地说：“汪老师，我带件东

西想麻烦请您给看看。”

汪庆正愣了一下，反问道：“啥？”

“汝窑的东西。”

“好，你拿来吧。”

王留现紧跑慢跑到自己房间取出那件汝瓷洗交给汪

庆正，汪庆正拿在手里，“哎哟”一声，眼睛顿时空明：“咦，

你咋不早点让我看哪！”

他放在床上，蹲下身子，边审视边伸出大拇指旁若无

人地称赞道：“嗯！高！独一无二！”

说过之后，他又感到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你是从

哪里得到的？”

“是在我们河南宝丰清凉寺挖出来的。”

“宝丰以前是不是归属汝州？”

王留现点了点头，汪庆正痛快地说：“这就对了。”

王留现还想从他的口里得到更多信息，可汪庆正却

打住不说了。只是淡淡地嘱咐道：“这件东西不错，可要

收拾好啊！”说完，看了看表，和王留现握手告别，急匆匆

地赶飞机去了。后来，汪庆正在他出的一本书中写道：

“看到那件瓷洗的第一眼，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一种失

重的感觉。”

汪庆正提前回沪后，把在会上看到的那件洗的惊喜

心情说给了陶瓷组的范冬青、周丽丽两位女干将，并派两

人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清凉寺……

1987年4月的一天，王留现在试验室正忙于工作，邮

递员送来一封上海博物馆的信。王留现打开来，信签上

竖排着娟秀的钢笔字：

留现同志：
西安握别，谅必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为颂。我返沪后

本想及时与你联系，奈琐事缠身，不得稍闲。西安所见青

瓷洗一只尚称完整，你如能携来上海，与我馆藏品比较核

对，当能作定论，来沪的往返车旅费及上海的住宿费均可

由我馆负担。何时来沪请能告知。

此致

敬礼

汪庆正谨上

四月十七日

王留现安顿好工作，带着那件珍贵的汝瓷洗匆匆登

上了南下的列车。到了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和青

铜器专家马承沅馆长请他吃过饭，回到招待所，汪庆正

说：“国家文物局顾问谢某是文物法的制定者，前些时来

调研工作，问我们，你们没去过千里之外的清凉寺，你们

咋知道的汝窑，派人去采集瓷片标本？我们如实说了，说

西安年会上见到宝丰王留现带的东西，我们才派人去调

查的，采集到一些标本和窑具，为此断定清凉寺就是汝窑

窑址的。谢某说，那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个人不得收藏，

要动员他捐献给国家。你看，国家文物局都知道了，今儿

个就是给你商量一下，想请你把这件文物捐给我们上海

博物馆。”

王留现不卑不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我是河南人，

我们河南博物馆也没有汝瓷，要捐也应该捐给河南，捐给

你们咋说呢？我回去如何给河南交待？”

汪庆正说：“清凉寺以后发掘了，河南有的是，再说你

捐献也是宣传你们河南清凉寺的，希望你捐献给我们博

物馆，国家会给你一大笔奖金作为补偿的。”

王留现从对方口气里听得出，不捐恐怕不行，他后悔

不该把宝丰的宝物带到上海。更懂得国家文物政策，他

掂量来掂量去，再回去恐怕不可能了。为了宣传河南、宣

传宝丰、宣传清凉寺，捐就捐了吧，只好答应道：“那就捐

吧。不过，捐献总得有个凭证，你得让国家文物局给我个

证书，我回河南有人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可以。”汪庆正答应得很干脆。

与此同时，上海博物馆的范冬青、周丽丽通过两次调

查，依据在清凉寺采集到的与上海博物馆汝窑瓷器相同

的瓷片，抢前一步，首次向世人宣布：宋代汝窑窑址在河

南发现——专家称这一发现“为我国陶瓷史上的大事”。

王留现回到家后，上海文物局转给他一纸捐献证书，

其实是一张奖状，上写：

王留现同志将珍贵文物汝窑洗壹件献给国家，化私

为公，殊堪嘉佩，特发此状，以资褒扬。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

接着，由汪庆正、范冬青、周丽丽等合著的《汝窑的发

现》出版发行。拂去千年尘埃，揭开神秘面纱，几代人苦

苦寻觅的宋代汝官窑遗址竟然会在宝丰清凉寺发现，多

少人为之兴奋感叹。

1987年10月，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派出的精兵强将

赶赴清凉寺……如果说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如同发现

一颗明星，那么在王留现眼里，汝窑的发现无疑发现了一

片灿烂的星空。当古陶瓷专家苦苦寻觅半个多世纪的心

结得以了却，当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得以了结，当汝瓷窑

窑址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之时，作为一名民间汝瓷爱好

者——王留现产生了大胆的设想，那就是要筹建宝丰县

汝瓷研究所，通过对古汝瓷造型、釉色、烧制的研究，把失

传了数百年的神秘烧造技艺，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分析查

找出来，使先辈们空前绝妙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使汝瓷

文化得以弘扬。

1988年3月，王留现把写好的筹建汝瓷研究所方案，

呈送给县经委领导，他在方案

中写道：汝瓷是宝丰的王牌，

紫砂是宝丰之一宝，除此宝丰

陶瓷还有两颗明珠，一颗叫天

目瓷，一颗叫宋三彩，宝丰的天

目釉不亚于驰名中外的“建

盏”。宝丰的宋三彩具有独持

的艺术风格。目前，宝丰是紫砂独放，王牌未亮，两颗明

珠，土内埋藏。应买王牌、购“珠”“宝”，使黄土变金，经济

更加腾飞。

1988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外销陶瓷研究

会年会暨学术讨论大会在湖南衡阳召开。当时，汝窑被发

现后，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争当汝窑发现者的势头，针对这

一情况，王留现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对汝窑发现的反

思和几个问题的探讨》，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震动。

人们不禁要问，在较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点，出现了

这么多汝窑的发现者，而且他们的职业、工作地址、所在

单位各不相同，有的相距甚远，那么，他们是怎样发现汝

窑的呢？在众多发现者中，究竟谁是最早发现者呢？

发现者各有其说，各有其理，但每个发现者所做的贡

献将受到学术界、陶瓷界的关注和评议。

1989年2月28日的《平顶山日报》上刊登报道《王留

现的三个发现》称，自从父城改名宝丰，已

经历了好几百年，然而没有多少事实可以

使“宝丰”名副其实，宝丰有宝吗？有，因为

有三个发现，新兴的北方陶都、汝窑遗址在

清凉寺、宝丰县有硅化木。之后不久，《中

国陶瓷》上发表了《谁是汝窑第一发现者》

的文章，称汝官窑的第一发现者是宝丰人

王留现，并肯定了他在汝官窑的发现和汝

瓷的研究上所做出的贡献。

汝窑的发现促成了河南省第三届古陶

瓷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0月在宝丰召开，

代表们参观了汝窑遗址，讨论热烈，收获很

大。王留现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汝窑

新议》，对汝窑的历史、器物等提出了新的见解，引起与会

者的共鸣。

汝窑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

也为研究汝窑内涵找到了考古依据，它在我国陶瓷发

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对它的开发利用将有

其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每一位了解汝瓷的宝

丰人都知道，上海博物馆之所以能够设立展览橱窗，与

清凉寺的瓷片不无关系，与王留现捐献的那件汝窑洗

不无关系。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腾飞之路》中有《霜愈重而

枫愈红》的报告文学称，王留现：他就像一株小草，总是那

么不声不响，就是在这不声不响中，做出了一件件惊天动

地的事业，以仅有的新绿妆点了故乡肥沃的土地。有人

说，他更像一片枫叶，虽霜冻而不凋，霜愈重，红愈烈，他

那烈火般的红点燃了一炉炉窑火……如今，他已届暮秋，

距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了。但是，在他生命的长河中，他

还能搏击出朵朵闪光的浪花吗？

凭着对汝瓷研究的特殊爱好，王留现徒步踏遍了清

凉寺四周的山山水水，摸清了汝瓷原料的家底，写出了

《感悟汝瓷》和《关于汝窑所用原料的探讨》，并制作了《河

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原料产地位置分布图》，试图从发

现的原料中破译古代烧制汝瓷的密码。

从宋代的汝窑，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寻觅，再到后

来遗址发掘、保护大棚到现在建成的“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展示馆”和“宝丰汝窑博物馆”，从清凉寺的整体搬迁、新

村建设，到正在实施的“汝窑小镇”“陶瓷学院”，从宝丰陶

瓷厂聘请江苏宜兴技术人员，到清凉寺村一百多家企业、

作坊，线上线下销售，到河南省“乡村文化合作社”试点

——清凉寺村文化合作社，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时光

交替着一个又一个轮回，清凉寺凭着汝窑的名片已经走

在了汝窑传承、文化兴村的道路上，汝窑名片将为宝丰、

为清凉寺带来多大的利益，谁也说不清。

王留现像一枚小小的火柴，点亮了历史的明灯，若干

年后，他的名字也许会被人遗忘，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执

着探索，以及对汝窑文化的传承将会载入史册。

但愿王留现感到后悔的事以后不再重演！

汝官窑的发现者

汝窑洗 上海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