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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队穿越茫茫沙漠抵达终点，一
座金色拱桥联起世界两端……景德镇
陶溪川球磨美术馆中，阿拉伯艺术家
沙克尔·哈立德·萨拉什创作的《文明
相遇》油画，艺术再现了两河文明与中
华文明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
　　驼铃相闻，舟楫相望。
　　历史上，沿着绵延万千公里的陆
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自阿拉伯地区
的苏麻离青和景德镇能工巧匠的高超
工艺结合，成就了青花瓷器的雅致。
　　青花为证，交流永续。
　　 2019 年 8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

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印发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试验区实施方案》，千年瓷都被
赋予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

台的重任，景德镇以更加
开 放 创 新 的 姿 态 拥 抱
世界。
　　与世界对话，中
外文化在这里交融互
鉴　 3 年前，从埃及
法尤姆大学考古专
业毕业的马赫迪·
艾哈迈德来到景德

镇陶瓷大学，研究古瓷片上的文字，从古老
瓷器上的阿拉伯文字中感受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跨越千年的丝路情缘。
　　马赫迪通过瓷器考古触摸中阿文明交流
互鉴的历史脉动，在老师的带领下，他来到考
古遗址、博物馆和古建筑现场探寻。“能在瓷
都景德镇实地了解制瓷的历史，这是全球考
古学者都向往的机会。”马赫迪说。
　　作为中国唯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大
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象牙塔内，已累计吸引
来自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名
留学生前来求学。
　　与世界对话，“洋景漂”来这里驻场创
作　 8 年前，法国姑娘开弥从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毕业后，翌年来到景德镇常住至今。

“在景德镇，常常能感受到创作的灵感闪
耀，这是一座能引起外来者情感共鸣的城
市。”
　　历史的积淀，铸就景德镇独有的文化魅
力和独特的艺术氛围。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
走。自古，景德镇就是一座移民城市，大批身
怀绝技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今天，景德镇以
新的方式吸引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

的人们前来。
　　在景德镇一间间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国际
艺术家工作室中，已经有 50 多个国家的外国
艺术家驻场创作。28 岁的马来西亚小伙子吴
镇熙，已在这里度过 9 年时光，他说，对陶瓷
的共同热爱让世界各地热爱陶瓷的人慕名而
来，景德镇成为新的“瓷场”。
　　据不完全统计，3 万多名“景漂”来到景
德镇，高峰时期有 5000 多名“洋景漂”，他们
的到来为古老的瓷都注入新的活力。景德镇
成立专门机构服务“景漂”，全面优化政策“软
环境”，让“景漂”有归属感。
　　与世界对话，陶瓷艺术从这里走出国
门　王者爱瓷，历史上景德镇瓷器是各国皇
室身份和地位的象征。1717 年，“爱瓷成痴”
的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为了得到普鲁
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的 127 件中国瓷
器，以 600 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去
交换，这些身价百倍的中国瓷器因此被称作

“近卫花瓶”。
　　如今，越来越多的景德镇匠人牵手国外
一线设计师，让“景德镇制”走出国门。
　　近年来，景德镇相继在荷兰代尔夫特市

举办“故宫瓷器——— 皇帝御用”暨“景德镇御
窑陶瓷特展”，吸引包括荷兰王后马克西玛
在内的众多荷兰民众前来观展；在德国举办

“感知中国·匠心冶陶——— 景德镇陶瓷文化
展”，吸引当地青年现场体验拉坯、画坯等制
瓷技艺，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
　　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已连续举办 19
届，如今 365 天永不落幕。景德镇市委书记刘
锋说，文化让心灵相通，借瓷博会东风，我们
要形成常年陶瓷文化展陈的热潮，与世界对
话，向世界讲好“瓷上中国”的精彩故事。

新 平 台 ：瓷上中国 对话世界

　　珠山大桥横跨
昌江，72 尊人物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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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年窑火不熄，一件瓷器
历经 72 道工序，每道
工序背后是一代代工
匠的坚守，他们犹如一
颗颗火种，让这座城市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千年不朽匠心在这
里传承　熊熊燃烧的柴
窑前，79 岁的把桩师傅
胡家旺神情专注，在 26
岁的徒弟沈天一眼里，师
父 就 像 交 响 乐 团 中 的
指挥。
　　“瓷器之成，窑火 是
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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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旺有一门绝招，通过吐进窑膛
的唾沫蒸发程度，辅助判断窑内温度。
　　“做瓷器就像做人，每一步都必须走得踏
实。”这是胡家旺对沈天一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为了练就这门独家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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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一丝不苟地把这门手
艺传给像沈天一这样的“90 后”。
　　在景德镇陶瓷工业博物馆，一面巨型幻
灯照片墙上，数百张瓷工的黑白照片缓缓闪
现，人们不知其姓名，但感动油然而生。据不
完全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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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文化遗存在这里“复活”　一座没有
围墙的博物馆，背后是一座城的坚守。
　　近年来，景德镇不遗余力将散布在全城
的“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条
巷，一百零八条里弄”，列为“一号工程”进行
抢救性保护修缮。
　　如今，老窑址、老街区、老厂房被修旧如
旧，漫步在陶阳里，里弄民居、会馆瓷行、窑作
群落，构成一个陶瓷的世界，千年文化遗存得

以“复活”，千年瓷都的城市个性得以保留。
　　走进御窑厂遗址公园，这里正在进行一
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保护修缮：8 年前，景德
镇启动御窑遗址申遗工作，后来景德镇御窑
厂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景德镇市政府和江西省文旅厅研究制定
下发御窑遗址申遗行动计划，力争御窑遗址
早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千年古瓷基因在这里解析　景德镇珠山
区，因一座高十余米的小山而得名，这座小山被
视为瓷器界的“珠穆朗玛峰”。
　　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明成化青花斗彩
鸡缸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的明宣
德青花龙纹罐……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
的传世古瓷，大多数产自珠山下的御窑厂。这
些藏品是幸存者，更多的则被督陶官打碎就
地掩埋，数以千万乃至上亿碎瓷片堆砌成了
珠山。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瓷片“活”起来，景德
镇御窑博物院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
博物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国
内顶尖院校和研究机构，基于已出土的近

2000 万片古瓷片建设古陶瓷基因库。
　　“这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创之举。”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基因库的价值之
一在于，通过现代精密仪器，解析古代陶瓷文
明的起源、发展和变迁，进而推演还原出制瓷
巅峰时代的真实面貌。
　　珠山不远处，一幢红砖老楼里，科研人员
盯着显微镜屏息凝神，以精细到 0.01 毫米的
精度拼接、补配、打磨古陶瓷碎片，并采集工
艺、配方等数据，绘制出古陶瓷基因知识图
谱，为整个陶瓷行业创新提供支持。

新 使 命 ：窑火不熄 传承创新

　　周末的景德镇乐天陶
社，年轻创客们上街摆摊，作
品不拘一格、个性张扬，吸引
游客驻足。
  来自香港的郑祎是一位
资深“景漂”，2005 年她把乐
天陶社开到了景德镇雕塑瓷
厂老厂区内，规模超过开在香
港、上海、北京的分店。
　　创意引领，孵化梦想　 20
多年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
击下，以雕塑瓷厂为代表的“十
大瓷厂”陆续退出历史舞台，留
下一座座废弃的老厂房、老窑
炉、老烟囱。如今老厂区变身文创
街区，工作室星罗棋布，便利的陶
瓷创作环境、活跃的交流气氛，让
怀揣艺术梦想和创业冲动的年轻
人汇聚于此。
　　“这里瓷与人生、与梦想完美
结合，今天的景德镇已成为很有吸

引力的城市。”郑祎说。
　　每年五一、国庆期间，盛大的“春秋大集”
如约而至，来自世界各地 30 多个国家的创
客创意作品荟萃。目前，常年在景德镇的年轻
创客近万人，其中超四成为“80 后”，超五成
是“90 后”，超过一半的创客来自省外乃至
国外。
　　细分个性，激发活力　凌晨时分，景德镇
陶瓷跨境电商数字产业园大楼内，操着熟练
英语直播带货的主播们声情并茂，面前手机
屏幕上，来自世界不同时区的顾客纷纷下单。
　　大规模量产和个性化定制，这一工业时
代的纠结和矛盾，在景德镇“主播+私人订
制”的模式下得以破题，一根网线成功串联起
两端：一边串起世界各地的个性化需求，一边
串起景德镇 5.8 万家陶瓷中小微企业、手工
作坊。
　　“景德镇手工制瓷体系全球独一无二，一

万个不一样的主人杯，一个晚上就能搞定，曾
经王室贵族独享，如今人人都能‘私人订
制’。”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冯俊说，去年景德镇陶瓷仅在抖音电商直
播 平 台 营 业 额 达 5 7 . 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8%。电商交易额突破百亿。
　　科技赋能，创新业态　走进景德镇邑山
陶瓷工业园，37 栋现代化厂房中，安装了 7
条从德国引进的世界顶级自动化生产线，这
里在致力于打造全球先进的智能陶瓷工厂。
　　“工业生产线为手工作坊提供量产服务，
而手工作坊则为工业园提供创意设计。”邑山
工业园负责人介绍，智能生产线联合手工作
坊，这个园区年产陶瓷产品 7600 万件，年产
值 15.2 亿元。
　　即使是从未学习过陶艺的普通大众，在
陶溪川陶瓷 3D 打印中心，也能轻松把自己
的创意想法变成一件陶瓷作品。无人工厂、智

能生产线、3D 打印技术……新技术不断涌
现，新场景愈加丰富。
　　越来越多贴近生活、贴近市场的精巧产
品涌现。作为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象征之一，筷
子与汉字的历史一样悠长，针对“瓷难成箸”
的难题，陶瓷收藏者聂驿清十年“磨”一筷，精
美的瓷筷摆上国人的餐桌，还远销日本、韩国
等地。

新 赛 道 ：相连时尚 创意赋能

　　“你们向往的诗和远方，就是我们
的生活日常。”
　　“三宝蓬主”肖学锋的这句话，说
出了三宝村“世外桃源”的艺术气质。
　　掩映在一片青山绿水之间的三宝
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协
会的会员单位，已累计接待近万名外
国艺术家驻场创作。小山村、国际范，这
里是景德镇“诗与远方”生活日常的
缩影。
　　这是诗意栖居的“ IP”　出生文艺
家庭的焦孟田是“景漂”协会会长。大学
毕业后，他在美国留学，就在即将申请加
入外国国籍的时候改变主意回国，来到景
德镇。
　　窗前赏景，炉边沏茶。在景德镇三宝
国际瓷谷，焦孟田“看见了最原始的东
西”。他在瓷谷建起工作室，每年有近四分
之 三 的 时 间 在 此 居 住 ，亲 手 烧 制 青 瓷
茶器。
　　焦孟田流连忘返的瓷谷内，110 多间
陶瓷工作室、48 家陶瓷工厂、100 多名国内
外艺术家常驻在此，穿插在工作室、工厂之
间的是独具特色的民俗馆、咖啡厅、文化馆、
双创空间等。艺术家们在这里创作交流，匠

人们在这里施展绝技，游客们在这里体验陶
瓷工艺……
　　近年来，随着一批以三宝国际瓷谷等为
代表的陶瓷文化中心园诞生，景德镇陶瓷艺
术推广至设计、餐饮、书馆、民宿等，千年瓷都
越来越散发诗意的气息。
　　这是乡村振兴的“IP”　驱车进入景德
镇浮梁县寒溪村，目光旋即被一架巨大的彩
色充气楼梯所吸引，它倚靠着一幢三层小楼，
高 20 余米。意大利艺术家保拉·皮维的作品

《梯》已成为这里的新地标。这是“艺术在浮
梁”文旅项目 22 件艺术作品之一。
　　两年前春夏之交，来自 5 个国家的 26
位艺术家应邀来此进行艺术创作，把这里打
造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乡村美术馆”。“艺术
在浮梁”项目团队与村集体合作成立了运营
实体，将运营收益与村集体收入挂钩，还帮助
村民拓展了自产茶叶和米酒的销路。过去的

“空壳村”里，精酿啤酒、现磨咖啡、民宿、茶厂
等正吸引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游客。“过去一
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增收近百
万元，带动 400 余名村民就业。”寒溪村党支

部书记谢恩安说。
　　在景德镇因瓷而“兴”的村庄越来越多。
艺术不仅融入乡村生活，也推动千年瓷都一
个个古村焕发新颜。
　　这是时尚活力的“IP”　夜幕下的景德
镇陶溪川，流光溢彩，游客如织。
　　走进陶溪川，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老房子
上长出了新房子”。这里不仅有博物馆、瓷器
店，还有歌剧院、音乐厅。陶溪川“亲切、精致、
浪漫”，这个代表景德镇新气质的地方，还登
上过美国《纽约时报》的版面。
　　年轻、时尚、国际范儿……这些新印象很
难让人联想到，这里是原国营宇宙瓷厂的老
厂区，更让人惊讶的是，就在 10 多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破败，杂草丛生。
　　入夜，穿行在古老而又时尚的街区中，感
受着历史的印记和现代生活场景交互融合。
陶溪川分贝实验室里，来自音乐学院的学生
支起手机支架，唱着流行歌曲，既让徜徉于此
的游客享受美妙动感的音乐，也通过直播向
外界传递着这里的活力与朝气。
　　陶溪川正在孕育，正在生长。截至目前，

这里已接待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
名艺术家，他们在这里办展览开讲座，交流合
作；陶溪川国际艺术中心与纽约城市大学皇
后学院、日本信乐陶艺之森艺术中心等全球
多个知名艺术中心及艺术类高校签订合作协
议，这片文创街区正崛起为一个新兴、多元、
国际化的文化艺术新地标。
　　“在新与旧、土与洋、同与异、内与外的深
度融合、多重碰撞下，这里日新月异。”景德镇
市市长胡雪梅说。
　　昌江迤逦，奔流向前。
　　千年瓷都，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新 生 活 ：恬静闲适 诗意栖居

　　　　景景德德镇镇是是中中国国的的，，也也是是世世界界的的。。

　　　　碧碧海海扬扬帆帆，，千千百百年年来来一一件件件件精精美美的的瓷瓷器器从从这这里里

出出发发，，穿穿越越重重洋洋远远播播璀璀璨璨的的中中华华文文明明。。宏宏图图起起笔笔，，作作

为为我我国国唯唯一一的的““国国家家陶陶瓷瓷文文化化传传承承创创新新试试验验区区””，，今今

天天的的景景德德镇镇开开启启与与世世界界对对话话讲讲好好中中国国故故事事的的崭崭新新

篇篇章章。。

　　　　由由文文化化和和旅旅游游部部、、外外交交部部、、江江西西省省人人民民政政府府与与

阿阿拉拉伯伯国国家家联联盟盟秘秘书书处处联联合合主主办办的的第第五五届届““阿阿拉拉伯伯

艺艺术术节节””不不久久前前在在景景德德镇镇举举行行。。作作为为配配套套活活动动的的““阿阿

拉拉伯伯知知名名艺艺术术家家访访华华采采风风精精品品展展””，，从从去去年年 1122 月月

1199 日日一一直直延延续续到到今今年年 11 月月，，上上百百位位艺艺术术家家在在瓷瓷上上

绘绘制制他他们们心心中中的的美美丽丽中中国国。。因因““瓷瓷””结结缘缘，，丝丝路路探探

““新新””，，中中外外文文化化在在这这里里交交融融。。

　　　　景景德德镇镇因因皇皇家家御御窑窑蜚蜚声声海海内内外外。。一一位位历历史史学学

者者说说，，景景德德镇镇作作为为御御窑窑瓷瓷器器的的创创新新基基地地，，千千年年历历

史史表表明明，，中中国国瓷瓷器器文文化化始始终终贯贯穿穿一一条条主主线线，，不不是是

姓姓““皇皇””，，而而是是姓姓““新新””。。

　　　　正正是是孜孜孜孜以以求求不不断断创创新新，，让让景景德德镇镇这这座座小小

城城历历经经千千年年而而熠熠熠熠生生辉辉。。一一眼眼千千年年，，对对话话世世界界，，

穿穿行行在在景景德德镇镇的的里里弄弄巷巷陌陌，，新新的的气气象象扑扑面面而而来来：：

33 万万多多名名““景景漂漂””在在这这里里聚聚集集，，不不朽朽的的工工匠匠精精神神

在在这这里里传传承承，，时时尚尚与与文文化化在在这这里里碰碰撞撞，，景景德德镇镇

逐逐渐渐成成为为世世界界感感知知美美丽丽中中国国的的一一扇扇窗窗。。““景景””

就就是是美美，，““德德””就就是是好好，，““镇镇””就就是是人人们们向向往往的的生生

活活，，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人人来来这这里里邂邂逅逅““诗诗与与远远方方””。。

　　　　在在建建设设国国家家陶陶瓷瓷文文化化传传承承创创新新试试验验区区

的的进进程程中中，，景景德德镇镇的的每每一一天天都都是是新新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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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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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土
耳其参展商（左）与参观者交流（2021 年
10月 18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游客在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
区内游览参观（201 6 年 1 0 月 20 日
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这是景德镇“春秋大集”。（201 9
年 10 月 18 日摄）。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这是景德镇《china》大型山水实
景演出现场（2021 年 1 0 月 1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江江西西景景德德镇镇陶陶瓷瓷艺艺人人在在制制作作微微型型
陶陶瓷瓷作作品品（（22002211 年年 1122 月月 1155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周周密密摄摄

本报记者李兴文、高皓亮、黄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