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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御窑博物院体验瓷器修复，在陶溪

川文化创意街区逛集市赏佳作，在浮梁茶乡

见证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不久前，“国际青

年中国行”活动走进江西景德镇，来自 8 个国

家的外国青年在这里感受中国陶瓷文化的独

特魅力，观察当地如何在保护和创新中发展

城市与乡村。

“这里既有古朴的建筑，也能感受到创新

发展的活力，过去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并由此

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专

栏作家、英文编辑杰米·利·莱特表示。

“触碰这些碎片就像在
触摸历史，让我与中国陶瓷
文化相连接”

景德镇莲社北路 169 号，高坡之上矗立着

一幢红砖老楼，这里便是御窑博物院。拾级

而上，院长翁彦俊在门口热情迎接远道而来

的客人。

走进位于博物院二楼的古陶瓷基因库，

眼前是一列列灰墨色的古陶瓷标本柜。“在过

去 40 多年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发掘出土了超

过 2000 万片古代生产的各类瓷器标本。中国

古代陶瓷文明的‘密码’，就在这些层层累叠

的瓷片中。”翁彦俊向外国青年介绍。

“我们为这些典型标本和对应修复瓷器

建立三维数字模型，同时对考古资料、器物信

息、样品状态、分析数据等信息进行汇总，这

些成果构成了大家眼前的古陶瓷基因库。”翁

彦俊拿起一套标本，“这是一块晚唐时期青瓷

碗的残片，扫描标本上的二维码，可以了解到

这件古瓷器的器型、胎质、釉质、纹饰、尺寸等

信息。”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古陶瓷基因库？”长

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美国青年斯蒂

芬·罗宾逊提问，他目前定居西安，是《发现西

安》英文杂志的主编。

“如果说一块碎瓷片可以再现一个历史

场景，那么海量的陶瓷器物数据将还原出一

部丰富多彩的中国陶瓷对外交流史。”翁彦俊

介绍，目前已经完成了首批约 2400 套古陶瓷

标本的采集和制样。“我们希望通过基因库数

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为古陶瓷历史研究、陶瓷

文化发展交流提供平台，续写以陶瓷为载体

的文明交融新故事。”

文物修复部里，几位年轻技术人员正屏

息凝神，仔细打磨着手中的古陶瓷。这里存

放着 6000 多箱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的瓷

器碎片，它们将被清洗、辨识、整理，再以精

细到 0.01 毫米的精度拼接、补配、打磨——

在 他 们 手 中 ，一 件 件 珍 贵 的 文 物 得 以 恢 复

原貌。

外 国 青 年 们 被 邀 请 体 验 了 一 把 瓷 器 修

复，比对不同碎片上的图案，尝试将其拼接

起来。来自美国的史蒂文·韦德斯说：“当我

真正尝试去寻找两块碎片匹配拼接时，才切

实感受到要把上百块碎片修复成一件瓷器是

多么不容易。”一旁，来自卢旺达的费德勒也

小心翼翼地拿起瓷器碎片，“这种感觉太奇妙

了，触碰这些碎片就像在触摸历史，让我与中

国陶瓷文化相连接。”

“给这些从事传统手工
业的人们提供了绝佳的创业
空间”

景德镇城东凤凰山下，溪流潺潺，汇聚成

川。占地两平方公里的陶溪川文化创意街区

内游人如织。漫步在由旧窑砖铺设的水景广

场，高耸的烟囱和爬满藤蔓的厂房倒映水中，

修旧如旧的建筑风貌与充满现代气息的各类

店铺相映成趣。

这里原是景德镇宇宙瓷厂。经过工业遗

存改造，旧空间内萌发新业态，22 幢一度荒废

的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为博物馆、美术馆、创

意工作室以及各类商铺。2016 年 10 月，陶溪

川文创街区正式运营。

恰逢周末，陶溪川的集市上人头攒动，摊

位上陈列着各具特色的陶瓷杯具、日用器皿，

也有造型新奇的饰品或摆件。一位年轻人正

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带货直播，从景德镇陶

瓷大学毕业后，他就留在这里创业。走在陶

溪川的周末集市上，能看到许多像他一样的

年轻摊主。

孟加拉国青年穆罕默德·赛耶杜尔在一

个摊位前停下了脚步，拿起一个盘子仔细端

详，“这里的瓷器和我们在博物院看到的大不

相同，设计更具创意和时代感。陶溪川给这

些从事传统手工业的人们提供了绝佳的创业

空间，这种氛围很棒！”

作为一种有益尝试，陶溪川创造性开发

利用工业遗产，盘活陶瓷产业资源，让延续千

年的陶瓷产业焕发勃勃生机。韦德斯感慨，

“这座城市就像一棵植根于厚重陶瓷文化泥

土里的老树，发出了新芽。”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来到这里，在传承中延续发展这门艺

术。在这些投身陶瓷业的年轻人中，还有许

多外国面孔。

在陶溪川国际工作室，已有来自 50 多个

国家的 100 多位艺术家驻场创作。美国青年

丹尼斯·内马克曾在 2020 年、2021 年两度成

为驻场艺术家。“工作室为我们提供了独立的

创作空间和齐全的制作设备，可以很方便地

买到各种陶瓷原料进行创作。”他拿出手机向

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海洋是我的创作主

题，我希望通过作品展现海洋的魅力，呼吁大

家保护环境。”

在景德镇，内马克结交了许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景漂”朋友，也经常同本地艺术家进

行交流，“我在这里学会了中国特有的陶艺做

法，对陶瓷文化有了更深理解。这些经历让

我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了我的艺术

表达。”内马克说。

摩 尔 多 瓦 青 年 达 丽 娅 是 万 科 城 市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曾 参 与 中 国 多 个 城 市 的 设 计 项

目。在她眼里，“景德镇是一个能激发人们

无限灵感的地方。一方面，这里保留着很有

中国特色的瓷器制作传统，城中颇有年代感

的烟囱、窑砖铺就的小路，都浸润着陶瓷文

化的气息；另一方面，你能时刻感受到创新

的活力在蓬勃涌动，为艺术家交流营造了很

好的氛围。”

“看到了艺术与乡村生
活相融合，也看到了艺术推
动乡村发展”

艺术如何改变一座村庄？青年们带着这

个问题来到了位于景德镇市东北部的浮梁县

寒溪村。

大巴车驶近村口，大家的目光旋即被一

架巨大的彩色充气楼梯所吸引，它倚靠着一

幢 三 层 小 楼 ，高 达 20 米 。 意 大 利 艺 术 家 保

拉·皮 维 的 作 品《梯》已 成 为 寒 溪 村 的 新

地标。

《梯》是“艺术在浮梁”文旅项目 22 件艺术

作品之一。2021 年春夏，来自 5 个国家的 26
位艺术家应邀来到寒溪村，进行在地化艺术

创作，把这里打造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乡村

美术馆”。

在村口的“浮梁会客厅”，寒溪村党支部

书记谢恩安向青年们讲述了当地以文化带动

乡村振兴的故事，“过去一年，村里累计接待

游客 20 万人次，增收近百万元，还带动了村民

就业。”

“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给村民带来收入

的呢？”罗宾逊问得仔细。谢恩安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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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里引入啤酒酿造、民宿、茶厂等产业项目，还

开了一家咖啡馆叫‘板凳咖啡’，欢迎大家去

尝尝！”

村民钱长仙家里有 20 多亩茶田，如今，务

农之余她还有了一个新身份，为游客讲解村

里的这些艺术作品。在位于一间老屋内的装

置作品《记忆的容器》前，她向青年们讲述了

作品背后的故事。

艺 术 家 邬 建 安 从 村 民 家 中 收 集 了 腌 菜

缸、簸箕、脸盆、米缸等生活用品，统一上色后

安装在房间的四壁和天花板上，形成一个亮

粉色的空间。“这些容器装着我们的记忆，现

在它们被做成艺术品，将村庄的历史展现给

大家。”钱长仙向外国青年讲述着这些容器曾

在村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被问及当讲解员的感受，钱长仙笑着说：

“以前我觉得自己跟艺术扯不上关系。后来

艺术家们告诉我，这里的艺术作品讲的就是

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就把村里的故事、村子

的发展讲给游客听，他们都很感兴趣，这让我

很有成就感。”

看着村民们热情拥抱新鲜事物，为美好

生活而努力，外国青年们都很受感染。来自

韩国的金峻范说：“我认为‘海纳百川’这个成

语特别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格局和包容

的心态，寒溪村的发展正体现了中国人的海

纳百川。”

来自坦桑尼亚的丹尼尔是南昌航空大学

航空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他还是该校“一带一

路”乐队的主唱兼键盘手。热爱艺术的丹尼

尔在寒溪村流连忘返，“在这里，我看到了艺

术与乡村生活相融合，也看到了艺术推动乡

村发展，并造福当地村民，这些都令人印象深

刻。希望有一天我的家乡也能有这样的艺术

项目。”

我 今 年 28 岁 ，已 经 在 江 西 景

德 镇 度 过 了 9 年 时 光 ，算 是 个 老

“ 景 漂 ”了 ！ 我 从 小 与 陶 瓷 结 缘

——我的爷爷早年做拉坯，家里经

营着一家陶瓷厂，在家庭氛围的耳

濡目染下，我也慢慢对陶瓷产生了

兴趣。

制 瓷 人 怎 么 能 不 来 景 德 镇

呢？12 年前，还在读高中的我跟随

研学团队来到景德镇，虽然是第一

次来，我却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熟

悉感。高中毕业后，我选择来到景

德镇陶瓷大学继续学习。景德镇

陶瓷历史底蕴深厚，制瓷工艺非常

成 熟 。 陶 瓷 制 作 有 72 道 工 序 ，制

坯、作画、上釉和烧窑……每一道

工序都能在这里找到专精于此的

师傅，获取创作所需的各类材料也

很便利。同时，这里也充溢着艺术

气息，在多元开放和自由包容的艺

术 氛 围 中 ，我 的 创 作 灵 感 也 被

激发。

目 前 ，我 供 职 于 陶 溪 川 国 际

工 作 室 ，主 要 负 责 邀 请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艺 术 家 来 此 驻 场 。 他 们

中 ，既 有 来 自 美 国 阿 尔 弗 雷 德 大

学从专攻铜制工艺品转向白瓷制

作 的 教 授 ，也 有 来 自 日 本 善 于 制

作 动 漫 风 格 作 品 的 年 轻 手 艺 人 。

从 联 系 沟 通 到 评 估 申 请 ，再 到 审

核 材 料 ，每 一 个 环 节 我 都 仔 细 跟

进 。 该 项 目 进 展 顺 利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明 年 我 们 计 划 邀 请 70 名 左

右 的 艺 术 家 来 驻 场 。 在 我 看 来 ，

陶溪川国际工作室为各国艺术家

提 供 了 交 流 展 示 的 平 台 ，这 也 是

景德镇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的一个缩影。

9 年时间，从读书再到工作，景

德镇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一开始，

我的想法是在这里学习制陶的基础知识和技能。随着体

验逐渐深入，我发现，相较于用眼睛欣赏、用双手打磨，艺

术更需要用心去感受。无论风格是高雅庄重还是活泼可

爱，精致的作品背后，都是陶瓷匠人满满的巧思和真诚。

此外，在这里工作生活，还能够结交更多陶瓷人，认识更多

朋友。最近，我参加了“国际青年中国行”走进江西活动，

在“开放共享，多样文明”国际青年主题工作坊上，我与来

自不同国家的青年畅谈对景德镇陶瓷文化、对文明交流互

鉴的理解。艺术无国界，不同的想法交流碰撞，带给我鲜

活的体验和感受。

景德镇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热爱瓷器、热爱艺术的

人。据统计，目前景德镇活跃着超过 3 万名“景漂”，其中

有 5000 多名外国人。大学时期，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

三宝国际瓷谷，那里是外国陶瓷手艺人在景德镇最早的

聚集之地。2016 年，陶溪川文化创意街区正式运营，再后

来 ，大 量 陶 瓷 集 市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 ，摆 摊 变 得 愈 发 流

行，给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艺术舞台。这些年，景德

镇政府举办各类活动、座谈和展览，支持陶瓷产业建设发

展，为“景漂”创设了交流、创作和展示的空间。今年初，

我的母校陶大举办的“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邀请

了全世界顶尖的艺术家前来参展；不久前，2022 中国景德

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也成功举办。所以我们说：在景德镇，

可以看见全世界。

除了越来越浓厚的艺术氛围，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在不

断更新，道路更开阔，环境更整洁。希望未来，景德镇在传

统和现代之间持续融合，让城市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千年

瓷都继续焕发新光彩。

（作者为景德镇陶溪川国际工作室工作人员，本报记

者王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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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青年在技术人员

指导下尝试修复瓷器。

余乐俭摄

▼景德镇陶溪川文化创

意街区一景。

豆 娃摄（影像中国）

▼外国青年在景德镇三宝蓬艺术聚落欣赏瓷画。

本报记者 白紫微摄

▲在御窑博物院，院

长翁彦俊（左一）向外国青

年介绍古陶瓷基因库。

余乐俭摄

◀摩尔多瓦青年达丽

娅体验陶艺制作。

余乐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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