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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景德镇新观察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景德镇，从 1600 年前开始制瓷，窑火千年不熄，成就了一

个城市依靠单一手工业支撑千年的奇迹。
一双双工匠之手，将不起眼的泥土变成千家万户珍视的

瓷器。
走进这座手工艺之都，见证“泥与火”的传奇。数以万计的

陶瓷工匠对工匠精神进行着深刻的诠释：本分、极致、创新。

守得平凡见不凡

珠山大桥横跨昌江，72 尊黑色人物铜雕伫立两侧。
这 72 尊定格了制瓷主要工序的铜像，代表着景德镇数以

万计从事这一古老行当的陶瓷工匠。一件瓷器要历经 72道工
序，有的人为一道工序坚守一生。

熊熊燃烧的柴窑前，74 岁的把桩师傅胡家旺神情专注，
如同交响乐团中的指挥。“瓷器之成，窑火是赖”，这是制瓷的
最后一道工序，决定着瓷器的成败。

柴窑的温度不平衡，温差大，如何把握好窑内的温度变化
和气氛，全凭把桩师傅的经验。胡家旺有一门“吐唾沫”的绝
招，通过吐进窑膛的唾沫蒸发程度，辅助判断窑内温度，常常
比测温器还要准。

把桩师傅的绝技不是从“武功秘籍”中学来的，而是经年
累月的“试错之果”。

在 1976 年至 1986 年 10 年时间里，胡家旺先后师从 3 位
把桩师傅，历经 8 个层级，从最初级干到柴窑把桩师傅。他早
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失败。

胡家旺是千百年来坚守初心的景德镇陶瓷工匠的缩影。
据统计，目前景德镇陶瓷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多达 15 万，接
近城区人口的四分之一。

63 岁的原光明瓷厂党委书记刘火金说，正是一代又一代
的普通工匠守得平凡，才成就了景德镇陶瓷的不凡。

把极致做成历史

2017 年，在一档节目中亮相的故宫博物院珍藏国宝“各
种釉彩大瓶”，因工艺精巧繁复令人称奇而成为“网红”。这件
清代景德镇御窑瓷器仅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就有 15
层，被称为“瓷母”。

它彰显的是康乾盛世的鼎盛，更是景德镇匠人的巧夺天工。

明清两代，为确保景德镇御窑厂瓷器质量，朝廷有严格的
挑选标准，稍有瑕疵便打碎掩埋。瓷器堆成的“珠山”屹立至
今，被视为陶瓷界的“珠穆朗玛峰”。

“真正的艺术品是靠精益求精的态度、淡泊充实的内心以
及精准的技艺共同打造的。”55 岁的御窑工艺传承人向元华
说，在他看来，御窑瓷器就是典范。

向元华曾花费整整 4 年时间去景德镇陶瓷馆临摹顶级御
窑真品。

他根据明清御用瓷胎的泥料配方，经过数百次试验，使瓷
胎的油性、致密度、光滑度、透光度等达到御瓷风格标准。同
时，在陶瓷的型制、色料上他按照传统美学追求最佳效果，并
形成了业界的“七星级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他创办的御窑
“元华堂”每年生产 2 万件瓷器，最后只剩下 2000 多件，淘汰
率高达 80%。

把瓷器做到极致，把极致做成历史，这是景德镇薪火相传
的工匠精神。

孜孜以求创新

“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
‘新’。”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在其著作《御窑千年》的自序中写
道。如今，在景德镇 5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新无处不有。

40 多岁的占绍林年纪不大，却是景德镇响当当的“拉坯
大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 20 多年的拉坯经历，更重要的
是，他突破了景德镇的传统拉坯技艺，把大件陶瓷成型由传统
三节拉法改成一次性拉成。

正如从波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而来的釉料“苏麻离青”和
异域文化，激发景德镇工匠创造出青花瓷，在全球化和互联网
时代，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景漂”和天马行空的艺术构想让景
德镇陶瓷获得前所未有的创新力。

一组数据反映了景德镇陶瓷的创新成绩：景德镇高技术
陶瓷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空白发展到目前 60 . 9 亿元的规
模，是各类陶瓷产品中增速最快的。同样快速发展的，还有创
意陶瓷，2017 年，景德镇艺术陈设瓷产值达 126 . 2 亿元。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说：“熟能生巧精雕细琢是基
础，有思想能创新才是工匠精神的精髓。”

窑火不熄，创新不止。因为创新，景德镇这座千年古镇正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记者李兴文、吴锺昊)

据新华社南昌 1 月 13 日电

不熄的窑火 不朽的匠心

1000 多年前，一船船精美瓷
器，从景德镇启航，经海上丝绸之路
走向世界。 1000 多年后，一幅崭新
的陶瓷产业版图正在景德镇徐徐展
开：

3 万余名“景漂”慕名而来，重
构“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盛
景；享誉世界的手工创造与一流的智
能制造相得益彰；跨业融合深度进
行，各种新业态争奇斗艳……

从“大师经济”到万众创新

瓷灯、瓷筷、瓷盘……走进景德
镇如同走进瓷器的大观园。今天，瓷
器在这个因瓷而名的城市里呈现了前
所未有的创新力。

创新源于变革。景德镇“大师经
济”落幕，创意经济兴起是最生动的
注解。

玲珑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瓷
体上镂雕出玲珑眼再施以釉烧制，灵
巧剔透。但吕森林的富玉青花玲珑陶
瓷有限公司办了十几年，玲珑瓷产品
一直不温不火。

2014 年，老吕的女儿吕雅婷接
手玲珑瓷业务。这名“ 90 后”海归随即决定：把设计工作
交给线上线下拥有上千名世界各地设计师的工业设计集团洛
可可公司。

会转圈的陀螺杯、便于携带的胶囊杯、可设置不同笑脸
的表情杯……在 2018 年 10 月的景德镇国际瓷博会上，富玉
和洛可可共同推出全新理念的产品，还是玲珑瓷，加上“时
尚”的元素，成为瓷博会的焦点。

如今， 3 万余名“景漂”让景德镇处处迸发着创新创意
的火花。正如景德镇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锋所说：“景德
镇正开启新时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从手工“独秀”到“人机联手”

从清末民初爱国志士创办近代瓷厂实业报国，到新中国
成立后建设“十大瓷厂”，陶瓷工业化始终是景德镇人的梦
想。

近年来，立足“工业 4 . 0 ”大趋势，景德镇力争在更
高层次的工业化上重振陶瓷工业。

走进景德镇邑山陶瓷工业园， 37 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
起。这个总投资 45 亿元的园区，为打造全球先进的智能陶
瓷工厂，从德国引进了 7 条世界顶级自动化生产线，打造起
一座近 3 万平方米的一体化智能工厂。其中的“等静压”全
自动成型设备，可直接将干粉压成各种器型，不仅把人工从
11 人降到 1 人，还省去了干燥周期。

如果说先进设备哪里都可以引进，那么数以万计的陶瓷
工匠则是景德镇的独有资源。邑山陶瓷工业园的竞争力不仅
是设备，还有纳入其中的 300 家手工制瓷作坊。

“景德镇过去是‘打样天下第一，量产无能为力’，现
在工业生产线可以为手工作坊提供量产服务，而手工作坊则
为工业园提供了创意设计。”邑山工业园的总经理于秀来
说，智能生产线联合手工作坊，这个园区可以年产陶瓷产品
7600 万件，实现年产值 15 . 2 亿元。

“过去陶瓷工业化竞争主要拼低价，现在拼的是创意和
品质。”他说。

从陶瓷产品当家到产业模式引领

后工业时代，具有世界最完整手工制瓷体系的景德镇，
会萌生出什么样的新业态？

拉坯大师占绍林从前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他
开办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每年接待 3 万多名游客，与全国 60
多个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景德镇，以“陶瓷+”为核心的跨界混合业态无所不
在，陶瓷+创意、+聚集区、+农业、+旅游……千年传承的
制瓷技艺和文化记忆成为业态创新的“沃土”。

“ 80 后”考古专家黄薇为研究保护古窑址，在景德镇
进坑村创建学术文化交流机构“东郊学堂”，并带领村民成
立农业合作社，提出“忙时种田，闲时考古”的口号，不仅
打造出农产品品牌，还打造出陶瓷文化游学品牌。 2018 年
12 月，黄薇带着两位村民受邀赴丹麦哥本哈根，向意大
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学者分享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建
设的经验。

即使破旧的陶瓷工业遗存，也可以成为挖掘文化创意产
业的“富矿”。

走进陶溪川文创街区，一座六七十米高的红砖烟囱格外
显眼，老厂房变身博物馆、瓷器店、咖啡馆、创意工作室，
来来往往的游客川流不息。

这里原来是废弃的国营瓷厂老厂区。近年来，景德镇打
造“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启动老城改造，盘活工业遗产，
昔日破败不堪的老厂区，在短短三年时间蝶变为年轻人的创
业地、梦想地，还登上了美国《纽约时报》。

“从手工陶瓷产品引领，到陶瓷文化产业引领，景德镇
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将书写新的辉煌。”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
生说。 (记者李兴文、余贤红、吴锺昊)

新华社南昌 1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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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对景
德镇情有独钟；他们有着不一样的
肤色，却对陶瓷文化深深迷恋……
每年超过 5000 名“洋景漂”为手工
制瓷技艺而来，这是一种自发对中
国陶瓷文化的向往，反过来又影响
中国陶瓷文化。

寻梦景德镇

2018 年夏天，澳大利亚陶艺家
戴安娜在景德镇举办了“和平·母亲
的呼唤”陶瓷雕塑展。这是她在景德
镇 14 年所学技能的集中展示，也是
她回馈景德镇的礼物。

62 岁的戴安娜 2004 年来到景
德镇，师从著名陶瓷雕塑大师刘远
长。在刘远长和当地工匠的帮助下，
她从一个从未接触过瓷泥的瓷上画
师，成长为熟悉陶瓷泥料、成型制
作、釉色应用、彩绘装饰的艺术家。

在景德镇第一次看到 2 米多高
的瓷器成型制作时，英国皇家艺术
学院博士生导师弗莉斯蒂简直惊呆
了。从事陶艺创作 40 多年的弗莉斯
蒂一直尝试突破，经过几年积累，
2008 年，她在景德镇创作的巨型陶瓷作品在英国进行巡回
展览。

三宝国际陶艺村是景德镇最早为外国艺术家提供驻场
服务的机构，虽然是山间的小山庄，但却蜚声海内外陶艺
界。三宝国际陶艺村负责人李文英说，2000 年以来这里已
经接待了近万名外国艺术家。

除了原生态的三宝村，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乐天陶社、
陶溪川国际工作室也颇受“洋景漂”青睐。据统计，每年来景
德镇的“洋景漂”超过 5000 人。

交融中互鉴

每当夜幕降临，景德镇陶艺街就支起一个个摊位，年轻
的摊主们销售个性化的茶具、餐具、首饰、摆件等。这些独具
创意的陶艺品，令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贴近生活、贴近市场的精巧创意在瓷
都涌现。

随着驻场“洋景漂”的增多，乐天陶社社长郑祎发现他
们与当地陶瓷创作正好形成互补，“外国陶艺家有创意，当
地工匠有精湛技艺。”

于是，郑祎邀请驻场“洋景漂”和外来艺术家举办陶艺
讲座，给当地陶瓷创作带来新理念和新设计风格。在此基础
上，乐天陶社又开设创意集市，鼓励年轻人创新。

“在创意集市摆摊销售陶瓷作品，准入条件就是作品是
否原创和有没有创意。”郑祎说，拒绝仿冒作品进入创意集
市，就是要鼓励创新和个性。

许多直接协助“洋景漂”完成陶瓷创作的陶瓷从业者，
潜移默化受到影响。“与外国陶艺家接触，我学到了不一样
的艺术视角。”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生李立波说。

景德镇画师罗艳协助英国人盖博天和中国台湾人王代
平创立陶瓷品牌。2017 年，他们烧制出的陶瓷产品摆在伦
敦顶级陶瓷专卖店的橱窗里。

“他们没学过绘画，却总是有出色的想法。比如把中国
元素转化为抽象的符号，设计出让东西方人都喜欢的纹
饰。”罗艳说，与“洋景漂”合作让自己艺术创作上了一个新
台阶。

曾十几次造访景德镇的美国学者卡奇说，越来越多的
外国艺术家来到景德镇，既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思想、新设
计，也通过碰撞和交流，培育着景德镇的创新精神。

文化的使者

过去，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
天，“洋景漂”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2018 年 10 月举办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荷兰皇家
代尔夫特陶瓷厂在显著的展区设展，一位身穿印染有青花瓷
图案对襟白布衫的外国人向观众介绍代尔夫特“蓝陶”。

他是荷兰中国陶瓷文化首席交流官瑞斯，也是一名
“洋景漂”。2000 年，从事雕塑创作的瑞斯第一次来到景德
镇，就被这片神奇的土地深深地吸引。后来，他在景德镇创
建工作室。

瑞斯热爱景德镇，积极推动景德镇与代尔夫特两地文化
交流。在他牵线搭桥下，景德镇与代尔夫特从 2009 年起选派
陶瓷艺术家互相进行驻地交流创作，最终结为友好城市。

“我把中国的象征主义引入到了我的作品当中，使用竹
子、龙、凤凰和莲花等中国文化符号来表达和平。”戴安娜的
作品已在美国、澳大利亚、瑞士、韩国、黎巴嫩等地博物馆和
画廊展出，这些中国文化符号也随着作品走向世界。

“1978 年我随工匠陶艺家协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并为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购买景德镇瓷器，当时的所见
所闻对我的创作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英国
陶艺师克里斯蒂娜说，从那时开始她便从事陶瓷文化研究，
并定期陪同艺术家朋友访问景德镇。

瓷以载道，“洋景漂”在景德镇创作陶瓷作品，把这些作
品带到世界各地，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记者沈洋、程迪)据新华社南昌 1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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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德镇陶溪川国际工作室，一位来自美国的艺
术家在制作陶瓷艺术品（2016 年 10 月 20 日摄）。

广东“南海一号”、马来西亚东海岸“万历”号、马尼拉湾
“圣迭哥”号、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海湾“维特·利乌”号……

碧海帆路，借助季风与洋流远航的时代，沉船总难以避
免。然而，谁能料到，时隔数百年之后，这些沉船以始料未及的
使命浮出水面，成为标识“海上丝绸与陶瓷之路”的坐标。

“梯航万国”，曾以景德镇为起点，联通东南亚、中东、欧
洲、非洲等地。作为世界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点缀这条伟
大航线的一件件瓷器，犹如一粒粒“时间胶囊”，不仅封存着人
类文明交流史的传奇，更隐藏着解码中国文化基因的钥匙。

瓷上中国，以文化人

改革开放 40 年，因瓷器而风靡欧洲的“下午茶”，在景德
镇已不再是稀罕事，因瓷结缘的外国友人更是随处可见。

10 年前，澳大利亚陶艺家戴安娜在景德镇购买了公寓，
成为首个在景德镇拥有房产的外国人。

工匠高超的制瓷技艺让戴安娜着迷。然而，更吸引她的是
瓷器上体现的开放、包容的文化魅力。在景德镇 14 年，戴安娜
有意识地把东西方文化相融合。

“工业瓷器很漂亮，却缺少温度和情感。”也是 10 年前，在
美国从事陶艺创作的焦孟田来到景德镇。

曾经住满作坊主和雇工的里弄中，藏着焦孟田喜欢的温
度和情感。沿原雕塑瓷厂不出百米，即可现场体验 72道手工
制瓷工序。走进一家诊所，装药材的瓷罐年代比头发花白的大
夫年龄还要久远……

一代代陶瓷人向风慕义，文化才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
量。

器以载道，陶启未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52 岁的刘子力做过工人，干
过国有瓷厂厂长，现在是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当地人还
给了他一个称号——— 陶溪川“大管家”。

见证过“为六亿人民造饭碗”的辉煌，也亲历国有瓷厂破
产改制前后的惊心动魄。在他看来，2016 年在宇宙瓷厂旧址
上诞生的陶溪川，正如那个“倒洗澡水时没被倒掉的婴儿”。

国营宇宙瓷厂曾是亚洲最大的陶瓷制造工厂。现在，废弃

的老厂房变身“工业朋克风”的艺术空间，成为 8000 多名“景
漂”“景归”的“双创”沃土。

以瓷聚人，新生的陶溪川正在聚拢三类人：曾经开启中国
陶瓷工业化梦想的手工艺人，来自丹麦、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
顶级设计师以及世界各国热爱陶瓷的艺术家。

景德镇市浮梁县鹅湖镇柳溪村天宝龙窑“窑主”金跃安
18 岁起学习传统盘缸，曾受邀去过希腊、英国、韩国等不少国
家，每当和老外说起陶艺，言语中都充满了自豪。“这些都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技艺，外国人惊讶得不得了！”

驿路信使，传递梦想

2018 年 7 月，随沉船出水后，被收藏在南非开普敦文化
历史博物馆的景德镇瓷器，时隔数百年之后，在非洲大陆南端
迎来主动上门的“家人”。

“看，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景德镇。”来自景德镇的 160 件
(套)陶瓷作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点南非约翰内斯堡
非洲博物馆和公众见面。

“加深理解和认同。”在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看来，这是
景德镇陶瓷的新使命。

1868 年，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芬博士不远
万里来到中国，写下《中国——— 我的旅行与研究》一书，首次提
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还命名了烧制景德镇瓷器的“高岭土”。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数百件(套)景德镇生产外销瓷
在国家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叶自成教授说，瓷展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是不同文明之间的
相互欣赏，这种欣赏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如今，景德镇已成为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首批
创始成员，与意大利法恩扎市、荷兰代尔夫特市等 7 个世界上
主要产瓷区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与国外 23 个城市达成意
向友好城市关系……

曾经见证古代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商品”，正化
身为“一带一路”文化使者，向世界传递“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曾经的“航线”上，景德镇陶瓷已开启新征程。
(记者胡锦武、高皓亮、田耘)

据新华社南昌 1 月 13 日电

陶 瓷 归 故 里
解码景德镇百溪归川的文化力量

▲游客在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游览（2016 年
10 月 20 日摄）。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享誉世界的手工创

造与一流的智能制造相

得益彰 ；跨业融合深度

进行，各种新业态争奇

斗艳……

他们来自不同的

国家，却对景德镇情有

独钟；他们有着不一样

的肤色，却对陶瓷文化

深深迷恋……

一一名名工工匠匠在在位位于于景景德德镇镇三三宝宝国国际际瓷瓷谷谷的的工工作作室室
里里制制作作陶陶瓷瓷艺艺术术品品（（ 22001188 年年 99 月月 2200 日日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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