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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彩瓷出八义 千年窑火有传人
———记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陶瓷文化有限公司—记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忻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东倚

太行，西临黄河，南接太原、阳泉、吕

梁，北邻朔州、大同，素有“晋北锁钥”

之称。在这块 2.55 万平方公里的广

袤 大 地 上 ， 310 多 万 忻 州 儿 女 励 精

图治、奋发向上，谱写了一曲曲希望

和 发 展 之 歌 。 近 年 来 ，在 积 极 推 进

经 济 社 会 建 设 的 同 时 ，忻 州 市 认 真

实 施 文 化 强 市 战 略 ，依 托 底 蕴 深 厚

的文化资源，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

化 产 业 蒸 蒸 日 上 ，古 老 的 忻 州 焕 发

出璀璨的文化魅力。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忻州的底气，

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忻州的财富。忻

州市现存不可移动文物 4900 余处，其

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4 处，

国家级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 1 处，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3 处；有世界

文化景观 2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座。北路梆子、二人台、神池道情、繁

峙秧歌、河曲民歌、五台山佛乐、晋北

鼓吹、代县挠阁、原平凤秧歌、定襄面

塑、河曲河灯节、雁门民居营造技艺、

云胜锣鼓、挠羊赛、静乐剪纸 15 个项

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神池月饼加工技艺、晟龙木雕、澄泥

砚等 52 个项目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灵山秀水，孕育出诸多历史文化

名人。班婕妤、慧远、元好问、海云、

白朴、萨都剌、傅山、徐继畲、徐向前、

续范亭等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彪炳史

册，影响深远。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

旅游已成为忻州亮丽的风景线。忻

州有四大佛教圣地之首五台山，有闻

名天下的“外三关”雁门关、宁武关、

偏头关，有身披 82 万亩原始次生林、

万年冰洞与千年地火比邻而居的芦

芽山，有黄河与长城握手的“黄河第

一湾”老牛湾，有忻州市区周边连成

一线的温泉带，也有遍布全市的红色

文化旅游地。全市有各类文化旅游

景 点 294 处 ，已 开 发 游 览 的 有 97

处。作为最具魅力全域旅游示范城

市 ，欣 欣 向 荣 的 忻 州 已 成 为 耳 熟 能

详的“心灵之舟”。五台圣境净化心

灵，雁门雄风激荡心灵，黄河风情愉

悦心灵，芦芽美景陶冶心灵，奇顿温

泉洗涤心灵。

随着忻州文化事业的进步，忻州

文化产业发展明显加快了步伐。全

市文化企业已发展到 7700 个，涉及工

艺美术、文化娱乐、艺术培训、演艺等

30 多个种类，从业人员达到 6.3 万多

人。聚集了定襄晟龙木雕、繁峙晋绣

坊、澄泥砚等一批骨干文化企业的产

业园区即将建成。五台山演艺中心、

雁门关影视外景基地、傅山旧家、云

中河公园、晋忻梦幻乐园、河曲娘娘

滩水上娱乐园、老牛湾黄河民俗文化

园等 50 多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陆续

开始营运。木雕、石刻、银器、剪纸、

刺绣、面塑、月饼、古建等产业发展壮

大，市级“五馆一院”、县级“三馆一

院 ”公 共 文 化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大 力 推

进 ，文 化 产 业 逐 渐 成 为 忻 州 文 化 繁

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

在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浸染

中，忻州这片土地已成为享誉全国的

“摔跤之乡”“八音之乡”“剪纸之乡”

“民间绘画之乡”“北方民歌之乡”，并

拥有“中国 观 光 旅 游 投 资 竞 争 力 百

强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省

环保模范城市”“中国最佳生态休闲

旅 游 示 范 城 市 ”“ 全 国 卫 生 模 范 城

市”“中国小杂粮之都”“最具魅力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城 市 ”等 一 张 张 城 市 文

化名片。这一张张文化名片见证着

美 丽 忻 州 的 过 去 与 未 来 ，承 载 着 忻

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梦想与

辉煌。 （张 强）

什么是红绿彩？红绿彩，是在 1200 度高

温烧造而成的白釉瓷上，用笔蘸取红、绿、黄等

彩料勾画出纹饰，再入窑用 800 度左右的温度

烧成。由于多以红绿两色勾画纹饰，所以俗称

为红绿彩，也有称为“宋加彩”或“金加彩”。日

本陶瓷界则称之为“宋赤绘”。

红绿彩一般以白釉为主要底色，洁白的釉

面和大面积的红绿色彩相互映衬，绚丽斑斓、

豪放热烈、大俗大雅、丰沛多姿。出土资料和

考古发掘表明，红绿彩的创烧年代约在金代中

后期，在元代仍有烧造，并延续至明初。这一

观点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最早的出土

资料见于金代明昌七年（1196年），最晚的出土

资料见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

红绿彩与八义窑

史料记载，近千年来，长治八义一直有“北

方瓷都”之称。据考证，生产红绿彩的窑址主

要分布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 20 余

处。其中，时间最早、规模颇大、成就较高的是

山西长治的八义窑。曾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会长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其《古陶瓷鉴真》专

著中，评价八义窑烧制的红绿彩是我国最早的

多彩瓷器，八义窑是红绿彩瓷器的诞生地和发

源地，是世界彩色瓷器的鼻祖。我国瓷器鉴定

专家耿宝昌有言，在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有

不少装饰手法源自北方，而红绿彩的传入和使

用，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么，八义为什么会成为红绿彩瓷器的诞

生地和发源地？

出长治市区南行 30 公里，有一个历史悠

久、钟灵毓秀、物华天宝的千年古镇——长治

县八义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东倚潜

龙山，五峰逶迤；西靠圣皇岭，孤峰耸秀；南依

鹞子山，葱茏横亘；北临淘清河，曲折蜿蜒。境

内矿产资源丰富，煤铁品种多样，矸土质量上

乘，陶瓷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此 20

公里的范围之内，广泛蕴藏着约 5 米厚的煤系

高岭土岩，而且绝大多数直接裸露在地表之

上，开采、运输、煅烧十分方便。早在新石器时

代，这里的先民就开始烧制陶器，从出土的龙

山文化时期的陶片来看，不仅彩陶纹饰富于变

化，图案形象直观，而且描绘手法生动。殷商

时期，这里就出现了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

陶以及带釉的硬陶。宋金时期，作为古代山西

地区重要的民窑之一，长治八义窑发展成为一

处大型红绿彩窑场。

《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表明，该窑

以烧制红绿彩瓷为主，也烧制质量上乘的黑

画花或铁锈花及其他品种瓷器，是分布于长

治县八义镇的八义、东山、南泉庄等村的宋

金时期民用瓷窑。从宋金时期开始兴盛，一

直延续到明清。

八义窑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官庶皆用其

瓷器”的重要产瓷基地，烧制的红绿彩瓷不仅

供应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前些年在朝鲜海

域曾打捞出一艘沉船，船舱内就装有八义窑

烧制的瓷器，有的瓷器上还有“八义瓷器”的

字样。如今，故宫博物院仍珍藏着一个八义

窑烧制的红绿彩瓷大碗，山西省博物馆珍藏

着一只八义窑烧制的黄绿黑彩色瓷虎枕，长

治县文博馆也收藏有数件红绿彩瓷虎枕和小

型佛像。平阳汾西县一座纪年砖墓前几年还

出土过一件红绿彩碗，墓葬年代为至元三十

一年（1294 年），从烧造工艺和胎质、胎色看，

也是长治八义窑的产品。翼城县元村元代晚

期墓（至正六年，即 1346 年）也出土过长治八

义窑烧制的红绿彩小瓷俑。

八义窑的艺术成就

红 绿 彩 是 长 治 八 义 窑 区 别 于 其 他 窑 口

的独特的产品。宋金时期，八义窑的红绿彩

瓷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成 熟 的 彩 瓷 ，并 大 规 模 生

产。八义窑烧制的红绿彩瓷器造型优美、色

泽鲜艳、笔意豪放、特色鲜明，瓷器纹饰的主

要部分，如花卉、鱼鸟，甚至吉祥文字语几乎

全部用红彩绘出，绿彩则用作辅饰。且红绿

彩除红如枣、绿似翠外，还有深浅不同的色

阶。绘画风格上，线条流畅，釆用工笔兼写

意或没骨法，浓翠红艳、独呈异彩。画面布

局多用边线，采用折枝花草、禽鸟、开光、文

字和两面夹彩技法。红绿彩瓷器在装饰上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展

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

从目前的发现看，八义红绿彩瓷器的品种

有白釉、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

白釉红绿彩主要集中在东山村烧造。

总之，八义古瓷窑率先创烧出了一种装

饰新颖的彩瓷——红绿彩瓷，开创了中国瓷

器史上多彩瓷饰艺术的先河，谱就了釉上彩

瓷永恒的经典。央视《国宝档案》曾这样评价

八义窑红绿彩：“红绿彩瓷器的诞生，相当于

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电视，是瓷器史上一次里

程碑式的创举。红绿彩瓷的出现，将中国乃

至世界的瓷器带向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正如《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文物精华》一书所

述：“长治八义窑烧制的红绿彩瓷，色泽鲜艳，

笔意豪放，充溢着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是瓷

州窑系中的名贵品种，为后世五彩缤纷的彩

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千年窑火的传承

1965年，长治八义窑遗址被列为山西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八义窑红绿彩制作

技艺被山西省政府公布为山西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时，李建平、李国珍二人也被评为

红绿彩的代表性传承人。

在长治县委、县政府，八义镇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为了传承历史非遗项目、开发历

史文化产品、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李建

平成立了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陶瓷文化有

限公司，投资 8000 万元，在八义窑故窑址的窑

底基础上，建设占地面积 60 亩，主要包括八义

窑文化博物馆、八义窑主题公园、传统瓷窑作

坊和现代瓷器生产区的八义窑红绿彩陶瓷文

化园。

公 司 广 泛 收 罗 散 落 在 民 间 的 设 计 、拉

坯、铸模、绘画等彩瓷烧制的艺人、工匠重操

旧业，并以高薪聘用、吸纳高等陶瓷艺术院

校和陶瓷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指导。目前

已经拥有了一支近百名实力雄厚、技艺超群

的骨干团队，进行复原古品、研发新品、完善

工艺、规范流程等工作，恢复发扬失传多年

的红绿彩瓷制作技艺，使得具有千年历史的

红绿彩瓷瑰宝重放光彩。烧制的仿古红绿

彩盘、碗、瓶、枕等器型，具有极高的欣赏、研

究和收藏价值，得到国内陶瓷爱好者及收藏

家的青睐。

八义窑红绿彩瓷的成功再现，完全传承

了红绿彩瓷烧制工艺上的二元烧制法（也叫

后加彩）。目前，这里烧制的红绿彩瓷同历

史上的产品相比，造型更加美、色彩尤为丰

富；它充分利用了红、绿、黄三个主色的各个

色阶。红色一般分为正红、枣红、浅红；绿色

则分为翠绿、墨绿、深绿、浅绿；黄色可划分

为金、明黄、浅黄。绘制出的红绿彩瓷佛像、

人物以及儿童玩具、盘碗杯枕等生活用品之

上的花鸟画，更给人以赏心悦目、体会生活

的美好感受。红绿彩瓷上的装饰图案最多

的是旋纹线，其次为回纹线、点、开光、莲瓣

纹、反 S 纹、蕉叶纹、折枝花卉等，以折枝牡

丹最多见，还有牵牛花、荷花、菊花等多种题

材内容。三主色及延伸出的不同色阶，匠心

独具，十分贴近生活，深得群众喜爱。与此

同时，开发、烧制出纯黑色画、酱色画、酱褐

色画，色浓则呈褐色，色淡则呈酱色，具有鲜

明的立体感。由此，红绿彩瓷器既可成为不

可多得的仿古艺术品，也可作为现代人们生

活中的特色日用品，还能成为深受游客喜爱

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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