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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的冶陶史，1000 多年的官窑史，

600 多年的御窑史，景德镇是中国乃至全世界

罕见的历时千年以手工技艺立市的城市。手工

陶 瓷 技 艺 是 这 座 古 城 的 底 蕴 ，也 是 不 变 的 名

片。在今天的景德镇，不论是历经沧桑的老师

傅，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匠人，都在追求极致中

把陶瓷技艺不断推向新的高峰，他们用精益求

精、追求极致阐释着“工匠精神”的内涵，使“千

年瓷都”更加闪亮。

破解色彩奥秘 赓续失传绝技

景德镇传统上有四大名瓷，即青花、玲珑、粉

彩和颜色釉，其中颜色釉是唯一不施色彩，仅仅通

过无色或白色的釉料在高温中发生物理化学变化

而呈现出自然的色彩。这种色彩被称为“窑变”，窑

变瓷器因罕见而极为珍贵。但由于种种原因，颜

色釉历史上屡屡断代，导致颜色釉技艺罕为人知。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往往也只掌握一种色彩

的烧制。

1965年，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邓希平来

到景德镇，她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试验探索，

最终揭示了颜色釉的奥秘，历经 50 多年，开发出

40 多种颜色釉，使这项古老的技艺发扬光大，邓

希平本人也因此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郎红是颜色釉中非常著名的一款，但是“若

要穷，烧郎红”，景德镇流传的这句俗语生动说

明了烧制郎红的难度。“烧制郎红就要有倾家荡

产的准备，”邓希平说，由于传统窑温度不易控

制，前人对窑变的规律掌握不够，烧制郎红的失

败率极高。通过长期的科研攻关和反复试验，

邓希平发现，郎红色彩的出现有一个 5 摄氏度

的温度区间，窑温高于或低于这一区间，就会失

败。邓希平通过改进配方等方法将这一温度区

间扩展到 80 摄氏度，大大降低了烧制的难度。

不过，烧制郎红的难关不仅仅是釉料的配方和

温度，拉坯、施釉、烧成等工序也非常关键，稍有

疏失，就会出现瑕疵。有一次，在烧制郎红汗血

宝马时，试验了多次，成品依然是一副东倒西歪

的样子，最后发现问题出在马头上，因为塑像头

重脚轻，重心不稳，在高温之下，发生了形变。

在作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后，汗血宝马烧制成功

了，通体深红的宝马毛色油亮，神骏异常，凑近

看就能发现光亮的表面之下竟然有类似马毛的

丝状纹理，堪称神奇。

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制瓷工艺已

经失传，比如明代“流霞盏”仅仅见于古人的诗

词，谁也没看过实物。邓希平花了 23 年的时

间，破解了流霞盏的工艺秘密，并结合唐代秘瓷

的工艺，成功研制出“秘釉流霞盏”，作品色彩如

同流动的彩霞。

“瓷器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需要我们踏踏

实实，绝对不能投机取巧。”邓希平说。

复原胭脂红 再燃老窑火

在景德镇一家陶瓷展厅里，来自陶瓷世家

的非遗传承人朱筱平拿起一只白色瓷碗，轻轻

一弹，“叮”的一声，悦耳清音袅袅不绝。“白如

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就是‘声如磬’。”

朱筱平自豪地说。

朱筱平的家族历代以制瓷为业，祖辈曾在

清代御窑厂供职，烧制胭脂红瓷器。但传到朱

筱平这一辈时，家中传下来的胭脂红秘方已残

缺不全。为了复原胭脂红的烧制工艺，朱筱平

在 8 年时间里做了数百次试验，反复调整高岭

土配方、不断调整釉料比例、精密控制窑烧温度

……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有时气急了，就

把残次品砸掉。儿子曾劝他放弃，别做了，但朱

筱平觉得：“老祖宗能做到的，我们现在反而做

不到，是件很惭愧的事情。”直到 2015 年，重新

组 合 了 工 艺 流 程 ，他 终 于 成 功 复 烧 出 胭 脂 红

瓷。朱筱平烧制的胭脂红瓷色泽炫丽、雍容华

贵，多次被选为国礼，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国礼代表国家的脸面，绝不容一丝一毫的

瑕疵，”朱筱平说。有一次在接到制作国礼的任

务后，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 15 天，昼思

夜想，从器型到色彩，从尺寸到图案，从土质到

工艺……图纸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的成品令

评审专家惊艳，认为代表了传统手工制瓷的最

高水平，尤其难得的是数百件纯手工烧制的瓷

器竟然不存在色差，完全一致。“前辈们已经把

官窑瓷器做到了极致，我一辈子只有努力，如能

做出一些尚可与先人遗珍神交的器件，则此生

无憾。”朱筱平说。

2019 年 12 月 12 日，景德镇明清御窑青窑

点火复烧活动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举行，

熊熊燃起的窑火令人惊叹古窑的生命力竟然如

此顽强。“景德镇的传统窑经历了 1000 多年的

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趋于优化，热利用率相当

高，窑温能达到 1300 到 1350 摄氏度。”把桩师傅

胡家旺是景德镇传统制瓷柴窑烧成技术的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从事传统窑的设计、建造以及烧

成工作 60 多年了。

一窑瓷器能否烧制成功，关键要看把桩师

傅的经验，有的老师傅仅凭肉眼观察火焰的状

态就能准确判断窑温。一名合格的把桩师傅至

少要经历几百窑的磨练，才能真正驾驭窑、火、

胎、釉之间的关系。

传统柴窑烧制瓷器因为时间长、瓷化程度

高，烧出来的瓷器更加温润柔和，能更好地展现

瓷器本身的质感和色彩，因此传统柴窑是气窑

或电窑所无法取代的。而且，传统柴窑使用马

尾松作燃料，不含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柴窑瓷器

的安全性非常好。近些年，随着人们更加重视

传统工艺和安全，柴窑瓷器的需求量大增，景德

镇也出现了不少新建的柴窑。“柴窑技术一定要

传承下去，但是培养一个把桩师傅不是一年两

年的事，是要十年二十年，因此单靠私人瓷厂可

能难以保障，国家应该多想点办法，培养年轻

人。”胡家旺说。

给传统时尚 赋瓷器青春

“陶瓷也可以这么新潮？”在景德镇一处陶

瓷展厅里，除了可以看到常见的杯碗碟瓶之外，

各种以瓷为元素的创意产品吸引着年轻的游

客。用瓷做成的项链、耳环、手串等饰品精美中

透露着优雅，以青花花样为元素的手提包、靠

垫、围巾和手机壳等潮流感十足……“我们开发

的以瓷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有 1000 多种。”

36 岁的景德镇传统青花瓷技艺市级非遗传承

人蔡文娟自豪地说。

蔡文娟的父辈大都从事制瓷工作，8 年前

她开始自己创业。“我希望能给传统的青花瓷加

入时尚感，能让年轻人喜爱我们的陶瓷文化。”

她的设计团队全部是 90 后，年轻人的思路互相

碰撞，产生火花。他们收集了不少老瓷片，本来

是打算做研究用的，但是老瓷片上的图案不是

可以利用一下吗？于是经过加工打磨，老瓷片

变身为项链等饰品，呈现出古典与时尚相融合

的独特装饰效果，大受欢迎。

在今天的景德镇，愿意从事陶瓷行业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像蔡文娟一样的“瓷二代”为这

一古老的行业注入青春的活力。长着一张娃娃

脸的吕雅婷 4 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接管了父

亲的陶瓷公司，她的团队里，厂长是 1988 年出

生的，设计团队里最小的 1998 年出生。他们设

计的玲珑瓷不倒杯、旋转杯、便携式茶器等成为

网红产品。“2019 年我们开始网络直播，网络销

售快速增长。”吕雅婷说。

在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街区，一座座陶瓷

老厂房经过改造，变成了充满时尚气息的陶瓷

艺术作坊、博物馆、咖啡馆、酒店……许多年轻

人在陶溪川展示销售自己的创意陶瓷，人来人

往，热闹非凡。从 2016 年开业时的 55 个摊位到

现 在 1.5 万 个 创 客 报 名 ，陶 溪 川 每 周 都 有 近

2000 个摊位营业。“不管是从国外，还是从国内

其他地区过来的艺术家和青年都很多，创业的

热情很高。”吕雅婷说。

随着《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景德镇制瓷

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传

承千年的古老技艺焕发

勃 勃 生 机 ，“ 千 年 瓷

都”大步走向新的

未来。

手工陶瓷技艺是景德镇的底蕴，也是不变的名片——

千年瓷都风采依旧千年瓷都风采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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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

名词如今越来越普及了，标

志之一就是每到年节，非遗

老字号食品、非遗手工制品、

非遗民俗活动等就会集中开

展线上线下的展览展示展销

活动。“非遗”承载着中国人

的文化乡愁，是中国人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的载体。和

正式的史书相比，非遗所记

录的历史亲切、朴素而丰富，

充满了人情味儿和烟火气。

就拿春节来说，已经列入国

家级非遗名录的与春节有关

的 非 遗 项 目 就 有 200 多 个 ，

诸如舞龙、舞狮、灯会、庙会、

年画、剪纸、社火……不胜枚

举。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出

了中华文化的深厚与多样，

所营造出的节日氛围，是其

他事物难以替代的。

许多非遗项目诞生于农

耕时代，是农业文明特有的

产物，因此随着中国加速进

入现代化社会，这些曾经伴

随着中国人祖祖辈辈日常生

活的事物也难免渐渐消失。

比如，过去中国人几乎家家

户户都备有扇子，在文人墨

客的手中，扇子甚至发展成

一种文化。在《红楼梦》里，

仅仅围绕扇子套就发生了不

少故事。但现在有了空调，

扇子的必要性就下降了。许

多制作扇子的手工技艺不免

后继乏人。现代纺织工业发

展起来后，传统的土布制造

技艺就面临失传的危险。现

在 造 房 子 普 遍 使 用 钢 筋 水

泥，而传统的夯土建筑就很

少见到了。

但是，非遗的价值不仅

仅在物质本身，更在于非遗

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因此是

不能轻易丢弃的。非遗概念

的兴起与普及，使得这些宝

贵的民间记忆和民间技艺得

以 保 留 并 发 扬 光 大 。 实 际

上，非遗尽管来自于过去，但

仍然可以融入现代生活。许

多非遗技艺的价值还有待进

一步的挖掘。比如，夯土建

筑的特点是冬暖夏凉、取材

方便、造价低廉，虽然现在很

少见到新建的夯土建筑，但

通过现代技术的加持，夯土的硬度和承载力可以达

到极高的标准，用现代夯土技术建造的房屋不但美

观而且节能。一些建筑师正在推广现代夯土建筑。

现代纺织技术造出来的布匹尽管很舒适，但依然替

代不了土布的质感。一些时尚人士偏爱传统手工织

造的土布，侗族亮布、扎染、蜡染等颇为流行。在网

店里，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非遗产品一直很畅销。

开发非遗的实用性才能使它们不会远离生活。

新时代，人民更加渴望美好的生活，而非遗正是

创造美、欣赏美，因此是切合时代需要的。现在所应

做的就是进一步挖掘和创新非遗中所蕴含的美。比

如，传统图案、传统设计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传统审

美的元素如何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有的非遗项目，

如苏绣和世界知名品牌合作开发手表，融古典与现

代于方寸之间，令人惊艳。故宫文创产品中诸多爆

品也是成功应用传统纹饰的经典案例。

既实用又美好，应该成为非遗传承发展的一个

方向。非遗，只有融入生活，才不会被生活所遗忘，

才能让人们记住文化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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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有饮茶的习惯。对于许多爱

茶之人来说，品一壶明前西湖龙井，是一年里

难得的享受。制作龙井茶的技艺，带着一抹传

奇色彩。如今，传奇的西湖龙井制作技艺，正

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每年清明至谷雨时节，是已过耳顺之年的

樊生华最忙碌的时候。这个时期，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

井）”传承人，他的工作主要是炒茶制茶。

明代中后期，以“龙井”指称或代称当地出

产的山茶，开始见之于杭州乡邦文献。明万历

年间《钱塘县志》载：“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

品。”自此龙井茶开始有了自己的美名。

“制作茶叶，首先要采好茶。只有采了好

茶，才能炒出好茶。”樊生华说。采茶是有门

道的。龙井原先按照采摘的细嫩程度，只采

一芽称之为“莲心”，一芽一叶称之为“旗枪”，

一芽二叶称之为“雀舌”。当下，西湖龙井只

做春茶一季，按照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的标

准采摘。

樊生华介绍了采茶的艺术。特级茶是新生

的叶片，通常在 1.2—1.5 厘米长，口感最佳。而

随着茶叶的生长，叶片可能长至 3.5 厘米，茶的

口感就会慢慢下降。目前西湖龙井分为 5 个等

级，即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要说品茶，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

等就有很多讲究。通常，饮茶者用透明的敞口

矮玻璃杯泡茶，一来便于欣赏茶芽的曼妙身

姿，二来利于散热，茶叶不像被焖熟，原有的香

气和滋味得以持久。

除了清明谷雨的制茶季之外，茶农更多的

时间是用于对茶园的管理，翻土、除草、修剪、

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等。樊生华说，这也是整

个茶叶循环生产制作的重要环节。

樊生华的手与普通人不一样，手指关节粗

大，手掌更厚实，本来应该平滑的手掌则挤满

了老茧。原因并不难理解——龙井的制作是

由手炒制的。“真正的‘西湖龙井’，是由西湖龙

井这个茶叶品种和手工炒制技艺两个部分组

成。如果茶叶都是机器炒的，那么西湖龙井也

就不完整了。”茶叶的炒制通常要在 200 摄氏度

左右的铁锅里进行，因此，人们往往将制茶人

的手称为“铁砂掌”。

据了解，一般龙井的制作需经过摊放、青

锅、成条、回潮、辉锅、分筛、挺长头、归堆、收灰

等九道工序。特别是在炒制过程中，茶区先民

和传承者摸索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技术特色的

炒制工艺流程，即抓、抖、搭、甩、推、扣、拓、捺、

压、磨等西湖龙井茶炒制“十大手法”。

茶叶品质的高低，倚赖于不同的师傅各自

对温度的辨识度、不同的手法和仔细的观察。

樊生华 14 岁开始炒茶，他说，炒茶是需要有悟

性的，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

“ 炒 茶 本 身 就 是 辛 苦 且 需 要 技 术 的 活

儿 ，茶 叶 炒 得 好 ，老 一 辈 的 炒 茶 师 傅 和 周 围

的乡亲们会投来赞许与褒奖，所以炒茶还是

很有获得感的一件事。” 徒弟严磊已经跟随

樊生华学习炒茶 8 年有余，他的心声，代表了

许多制茶人的想法。

2008 年 6 月“ 绿 茶 制 作 技 艺（西 湖 龙

井）”被 列 入 第 二 批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目 前 有 国 家 级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各 1 名 ，西 湖 区 区 级 传 承 人 6 名 ，

并 制 定 了 炒 制 工 艺 规 程 和 炒 茶 工 等 级 评 定

标 准 ，至 今 已 评 定 105 名 高 级 炒 茶 技 师 、586
名 炒 茶 技 师 和 247 名 炒 茶 青 工 。 樊 生 华 每

年 要 带 七 八 十 个 徒 弟 ，并 且 在 3 个 职 业 学 校

担任教学任务。

最是明前一壶茶
本报记者 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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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江西景德镇远眺江西景德镇远眺。。

图图②②：：景德镇景德镇瓷器瓷器。。

图图③③：：工人师傅制作瓷器工人师傅制作瓷器。。

图图④④：：生肖瓷作品生肖瓷作品《《拓荒牛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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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陪你过大年”，牛年春节，全国各地围绕非

物质文化遗产推出了精彩纷呈的展销展示活动，老

字号传统食品纷纷上线，传统工艺和传统民俗活动

丰富多彩，令人们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大饱眼福，在

品味浓浓年味的同时慰藉乡愁。

随着“非遗牛年大集”的举办，一大批非遗老字

号携传统年味新鲜“触网”，让消费者在线下单就能

买到各地年货。北京东来顺的羊肉、天津桂发祥十

八街的麻花、上海老城隍庙的梨膏糖、绍兴女儿红黄

酒、云南宣威的火腿、湖南白沙的黑茶等中华老字号

美食都赶来了，还有老香斋的云片糕、沟帮子的熏鸡

等地方传统年味，人们用手机就能一键买齐各地的

年货。

“春节是民俗活动和非遗实践最集中的时期，让

年味更浓，让生活更美，让乡愁得到慰藉”，文化和旅

游部党组成员、中国非遗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表示，

“非遗牛年大集”请大家到“云”上赶集，为不能回乡

的人搭建一座情归乡里的“云桥”，用非遗解乡愁，让

“牛年”过得更有年味。

今年很多人留在城里过年，“游子思乡情未尽”，

美食就是乡愁最好的慰藉。“我们家从太爷爷那会就

开始做面线了，最开始挑着担子在山里卖，后面进城

卖，现在开了淘宝店，能卖到全国各地了。”在福建泉

州安溪县，家家户户过年必吃面线。胡丽珍和弟弟

是当地最年轻的传承人，让安溪面线“触网”新生，

“有人留言说，和他们小时候吃过的味道一样”。

非遗陪你过大年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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