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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德化县三班镇蔡径村，是老

字号月记窑的所在地，月记窑已有 400 多

年历史。在旁边一间工坊制作陶瓷的青

年匠人李德鹏说，陶瓷生产工业化后，传

统窑炉曾一度沉寂，现在，月记窑再度活

跃起来，点火次数多了，还举办了“非遗柴

烧盛典”。

德化白瓷因其独一无二的“白”蜚声世

界，在历史上被欧洲誉为“中国白”，所产人

物瓷塑尤负盛名，神态栩栩如生。千百年

来，德化县窑火不断，宋元之后，陶瓷大量

外销。2006 年，德化瓷烧制技艺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现如今，德化县的手

艺人更加注重创新，发掘非遗的时代价值，

设计生产文创产品，让今天的德化瓷更加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传承工匠精神，吸引
人才聚集

德化人世世代代以手艺为荣，当地人

说，陶瓷是火的艺术，72 道大工序，200 多

道小工序，道道马虎不得。孜孜以求、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孕育了一代代陶瓷人。

家族传承、师徒学艺、学校教育是德

化瓷的 3 条主要传承路径，目前德化已有

19 家非遗传习所。在泰峰陶瓷艺术馆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许瑞峰说，传习所采用

“研发、带徒、交流、旅游”等方式传承技

艺，经常举办讲座，并走进工艺美术学院

授课传艺。

德化县浓厚的陶瓷文化氛围，吸引了

众多陶瓷爱好者前来。石鼓村、仙境村等

地目前已有 100 多家工坊，来自全国各地

的陶艺爱好者在此创业，前店后坊，自产

自销。匠人孙文炸把工作室取名为“乐昔

窑”，表达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志向。游

芸工坊的阮素珍，与丈夫一起创业，两人

成为一对“柴烧艺侣”。

不仅如此，德化县还为青年艺术家建

立了一座文创社区新秀园，目前有 64 名人

才进驻，已涌现出 20 多位省级陶瓷大师。

近年来，德化县还注重挖掘整理陶瓷

文化内涵，下大力气保护文物，“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德化陶

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介绍，泉州申遗成功

的 22 处遗产点中，有德化窑的屈斗宫遗址

和尾林—内坂遗址。相关保护工作一直

稳步开展，考古队先后从中发掘 6 座古窑

炉，出土宋代至清代瓷器标本上万件。

创新传统手艺，推动
产业链升级

许氏瓷塑第六代传人许瑞峰，成功研

制出被称为“中华红”的红釉瓷和“宝石釉”

瓷，又独创“实心瓷塑”技艺；新生代的连紫

华借鉴唐卡表现手法，创造出一种新的德

化瓷品种——极彩；成艺陶瓷公司的上釉

新技法，收获不少年轻人喜爱……古老的

技艺，在德化陶瓷人手上不断改进、超越。

10 秒钟，一块泥土滚压成盘子；只要

几秒，就能完成注浆工序……在陆升（福

建）集团公司车间，20 多条智能化生产线

使产能大增，原有的手工拉坯每人每天最

多做 200 件，现在改用智能机器手，每台每

天完成 3000 件，成品率更高。该县的陶瓷

智能装备研究院和高科技陶瓷中试研究

院每年推广自动化生产线 100 套以上。

新业态下，产业链在重整。如瓷生活

文化创意产业园采用“众创、众筹、众包”

的经营模式，上游与 100 多名设计师合作，

下游连着 20 多家工厂。该产业园总经理

徐海燕介绍，社交软件上新潮的中国风漫

画、插画等创意，通过跨界合作，很快就在

德化县被做成精巧、时尚的陶瓷产品。

非遗手艺也在助力乡村振兴。记者

在上涌镇曾坂村看到，村里数十栋古民

居，有的被改建为家风家训馆，有的成为

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村里的古

窑址、古官道、古廊桥也得到修整保护。

最近，中华姓氏白瓷艺术馆在该村建成开

放，288 个姓氏各做成一尊白瓷，经艺术化

处理的汉字“立”在老宅里，妙趣横生。

德化县委书记黄文捷表示，2021 年全

县陶瓷业产值达 459 亿元，德化瓷这张名

片越擦越亮。

提升设计水平，拓展
合作渠道

为 了 让 外 界 更 好 认 识 、体 验 陶 瓷 文

化，德化盘活近千家工艺展馆（室）和陶瓷

工业展馆，依托全县 3000 多家陶瓷企业，

培育了 8 家观光工厂、300 多家旅游伴手

礼开发企业，通过串点成线，形成“一城瓷

器百馆游”。“精美的瓷器要做出来，还要

传出去。”中国白博物馆馆长陈仁海说。

目前，德化 70%的陶瓷产品，远销世

界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外销货量最大的

是西洋风格的工艺品，尤其是一些节日的

礼品以及儿童手绘等。德化的国际艺术

家驻地计划吸引了几十位外国专家参与，

他们逐渐与当地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此外，不少海内外知名品牌、机构主

动与德化县合作，制作陶瓷类衍生产品。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

“雪容融”的陶瓷版，都产自德化县的顺美

集团公司。这家公司仅各式储钱罐的年

出口量就达 800 万，该公司总经理郑圻增

说：“我们模型库里的样品多达几十万种，

有自主设计的，有来样加工的，很多是与

海外客户共同设计开发的。”

上图：德化县陶瓷旅游观光工厂，工

人 把 制 作 好 的“ 冰 墩 墩 ”“ 雪 容 融 ”摆 上

架子。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拓宽传承路径、提升设计水平，福建德化瓷——

千年窑火瓷韵新
本报记者 连锦添

福建泉州的德化白瓷因
独一无二的“白”蜚声世界，
有“中国白”之誉。2006年，
德化瓷烧制技艺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现如今，
当地在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
上不断推陈出新，开办陶艺
工作坊、设计生产文创产品、
与海内外品牌合作，让老手
艺焕发新光彩。

核心阅读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R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电 （记者王昊男）8 月 26 日至 28 日，以“创业同

心 相聚创新”为主题的 HICOOL2022 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举办。其

间，HICOOL 大赛评选出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21 名、三等奖 42 名、优胜奖

70 名以及若干伯乐奖，总奖金额达 1 亿元。

据北京市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峰会共吸引了来自 91 个

国家和地区的 5016 个创业项目、6672 名创业人才报名参赛，较 2021 年同

比分别增长 25%和 31%。据介绍，在 HICOOL 产业园的基础上，北京将在

顺义区建设一座规划面积为 6.98 平方公里的创新之城——“海创城”，为

优秀科技项目提供集中落地承载区，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海创城”

将建立创新创业集聚区，快速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承接创新资源、连接创

新要素、激活创新创业主体；持续导入创新资源要素，联动导入留学人才

回国服务示范区、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等资源；建设硬科技转化孵

化服务平台，聚焦硬科技创业孵化全流程，提供全周期服务。

据了解，5 年内，“海创城”预计实现“4 个 1”的发展目标，即打造 1 个

高浓度创新的核心区，引入 1 万名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培育 100 家北京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造 100+亿元硬科技产业年产值，助力北京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HICOOL 经过 3 年培育，已覆

盖 117 个国家及地区，收获 14834 名创业人才、11060 个创业项目，诞生了

44 家“专精特新”企业，相关获奖项目共获得 205 亿元融资。

2022全球创业者峰会举办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走出家门，‘看’场电影，别提多开心了！”50 岁的刘明是名视障人士，

谈起 8月 26日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影电影院“看”的那场电影，仍开心不已。

刘明“看”的这场电影，是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传媒大学特别制作的无

障碍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无障碍电影，指的是在保留原版电影对白

的同时，在声音空白处，用准确精炼的语言解说电影。2017 年底，我国首

个以高校师生为志愿者主体的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光明影院”创

立。该项目由中国传媒大学与北京歌华有线、东方嘉影联合推出。2020
年，“光明影院”项目正式落户中国长春电影节，成为固定单元。

“‘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在我省逐渐实现常态化放映。长春市 4 个

城区残联分别与辖区内 5 家影院合作，每月为视障人士免费放映。”吉林

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潘宏峰介绍，目前，“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已成为

吉林省文化助残项目中的重要内容，累计惠及视障人士 2.2 万人次。

“‘光明影院’一进入我们学校，就受到了师生的欢迎。”吉林省残疾人

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孙井微介绍，最初，每周放映两次，后来应学生要求增

加到了每周三次。到今年上半年，周六周日不限场次循环播放，学生可以

自选影片。

“本届长春电影节期间，吉林省残联与吉视传媒签署合作协议，在吉林

省有线电视网络平台设立‘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点播专区。”潘宏峰说，“每

个人都有享受艺术的权利，我们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努力破除障碍，能让更

多视障人士享受‘光明’。”

“光明影院”项目联合发起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付海钲说：“光明影

院”项目团队始终致力于为视障人士提供更多享受优秀文化成果、参与社

会文化生活的机会，以实际行动助力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为世界无

障碍事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光明影院”在吉林省实现常态化放映

让更多视障人士感受电影之美
本报记者 孟海鹰 郑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