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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古瓷藏市井
一片冰心在收藏

□ 记者 李炎文/图

有人这样形容，一部
中国古瓷史就是一部中
国 文 明 史 。 我 国 有 近
5000 年的文明史，这部
文明史的每一页都与瓷
器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
文明的每次进步都会在
陶瓷的身上找到它的影
子。

他是全国第一个在
自家院子里修建古陶瓷
博物馆的农民，也是全国
第一个收藏古陶瓷和古
瓷片超过20万片（件）的
农民，还是全国第一个多
次应邀参加中国古陶瓷
学会研讨会的农民——
他就是中国古陶瓷收藏
爱好者任冠芳。

通过学习交流，他完成了从卖到藏的转变

“我收藏的古陶瓷片以禹州苌
庄窑和扒村窑出土的为主。”任冠
芳说，禹州历史悠久，是国宝钧瓷
的发源地，仅古钧窑遗址目前就发

现 150 多处，年代跨越宋、金、元，素
有钧都之称。

任冠芳告诉记者，2003年年初，
他跟着亲戚从事古陶瓷片买卖的生
意。当时，由于不懂这些古陶瓷片
的价值，他认为只要能换钱就行，为
此卖出了不少珍贵的古陶瓷片。

“在买卖古陶瓷片的时候，我
就想，这些外地人买这些瓷片有什
么用，又不是完整的瓷器，难道这
些残片还有别的价值？后来，我才
明白他们买的不只是残片，而是一
个地方的历史。”幸好，任冠芳是个
有心思、有想法的人。在买卖古陶
瓷片时，他从不少行家那里认识到
了“古瓷片不能再生”，物以稀为贵
的道理。

于是，他在收购古陶瓷片的过

程 中 ，开 始 留 精 卖 粗 、存 全 出 残 。
不久，随着家里古瓷片越来越多，
他开始分类整理，查阅资料，编号
存档。谁知，这一干竟然让他着了
迷。几年下来，哪里的瓷片多，哪
里的瓷种好，他都一清二楚。在别
人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任冠芳一
眼就能看出它的价值。

“如雄浑大气的唐代瓷器、精
致内敛的宋代瓷器、一枝独秀的元
代瓷器、浓艳多姿的明代瓷器、繁
缛富丽的清代瓷器……这些古陶
瓷片是当时社会的理想、审美情趣
和科技能力的体现，是时代最耀眼
的光环。”任冠芳说，禹州是钧瓷的
发源地，作为禹州人，他更应该保
护好这些珍贵的古陶瓷片。

禹州市苌庄乡孙河村有一个不
起眼儿的农家小院，小院两侧绿树
成荫，树荫掩映下的“禹州古陶瓷博
物馆”匾额并不出挑。该博物馆安
静地藏身于市井街巷，推开两扇沉
重的木门，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古陶
瓷藏品，将一段深厚博大的古陶瓷
历史娓娓道来。

原始青瓷、隋唐白瓷、花釉瓷、
白釉瓷……从原始青瓷到清代瓷
器，我国古陶瓷发展史被该馆的一
件件藏品串起。“在这个博物馆，你
可以看到从原始青瓷到清代的古陶
瓷藏品。”9月 30日，禹州古陶瓷博物
馆馆长任冠芳说。

“我国瓷器从青瓷开始创烧，青
瓷出现后 1000多年，白瓷、黑瓷才慢
慢出现。”任冠芳告诉记者，早期青
瓷往往仿造青铜器器型而制，尤其
是在商周时期，出于礼制需要，贵族
阶层需要通过使用的原始青瓷礼
器，区分身份地位、维持礼制秩序。
因此，器型非常丰富，有罐子、有乐
器等。

原始青瓷和成熟瓷不一样，原

始青瓷的烧造温度还没有达到成熟
瓷的标准，从外观上来看，也没有成
熟瓷那么美观。发展至春秋战国时
期，原始青瓷工艺达到顶峰，瓷器胎
薄且均匀、旋纹自然，可见当时的拉
胚工艺已经成熟。

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出现，颜
色和器型接近现代瓷，烧制温度达

到了 1300摄氏度，冶炼工艺发达，胎
土细腻，渗水性降低，使用更方便。
从唐代开始，我国瓷器开始大量出
口换取外汇，成为国际市场的“硬通
货”。

到清代，陶瓷发展到一个顶峰
时期，青花、粉彩、五彩、单色釉等品
种非常丰富。

如今只藏不卖，万两黄金难得一口红中

任冠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2014 年，任冠芳将自家的农家
院改建成“禹州古陶瓷博物馆”，将
自己收藏隋唐时期的青瓷、白瓷、
黑瓷、黄瓷、花釉瓷、白釉瓷等，宋、
金、元时期的钧瓷、汝瓷、三彩、白
底黑花瓷等，粗略统计 20 多万片

（件）古陶瓷片，以及 2000 多件古瓷
器放入该博物馆，供市民、收藏爱
好者观赏。

“每次看到满屋的古陶瓷片，
我都感觉无比欣慰，因为这都是我
一片片、一件件淘来的。”任冠芳说
着，拿出展柜上一个满身裂纹的古

陶瓷虎枕说，这个古陶瓷虎枕是他
从 3 麻袋古陶瓷残片中挑选拼接而
成的。“当时，卖残片的人不同意我
挑 选 ，要 买 只 能 一 麻 袋 一 麻 袋 的
买，为了还原古陶瓷虎枕，我硬是
从对方哪里买了 3 麻袋残片，才基
本还原了这个古陶瓷虎枕。”

随着任冠芳收藏的古陶瓷片
越来越多，我国不少鉴宝专家慕名
前来拜访。不少人更是希望能从
他 的 收 藏 中 ，购 买 一 两 件 古 陶 瓷
片，但都被他万言拒绝了。

“如今，我的藏品只藏不卖。”
任冠芳说着，又从一个上了锁的展
柜中，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向记者

展示。“这件碗底的古陶瓷残片，因
窑变形成了一个形似中国的‘中’
字，当年有人出价 20 万元我都没有
卖，目的就是想多留下一些古陶瓷
残片供后人观赏、学习。”

瓷片是我国古代瓷器流传至
今的一部分残片，其由于天灾等原
因，许多古瓷窑已经湮灭无存，一
些珍稀的古瓷片往往成为填补科
学空白的实证和古瓷窑考古重大
发现的先导。像任冠芳这样，以个
人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是大势所趋。真心希望有更
多的人能参与其中，从而推动我市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农家院里浓缩中国陶瓷发展史

上图：双龙壶
下图：古陶瓷残片因窑变

形成一个中国的“中”字

任冠芳介绍由古陶瓷碎片复原的虎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