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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没想到，他买田置地、筹划隐居

的 一 片 野 山 ，后 世 成 了 烧 制 紫 砂 的 陶 艺

之都。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

苏轼笔下的阳羡，正是江苏宜兴的古称。城

外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据传苏轼在这里结庐

置地，言“此山似蜀”，便改名为蜀山。

这里出产的紫砂茶器独具特色，宜兴成

为中国陶都、世界陶艺胜地，宜兴紫砂陶制

作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是什么力量，把

山里的砂土炼成“珠玉”？宜兴自有奥妙。

古南街上的手艺人
“ 紫 砂 是 块 万 能 的 黄 金

土，就像那孕育着优雅旋律的
钢琴谱”

在缺少工业产品的时代，缸坛盆瓮日用

品，样样得靠烧陶。烧陶要用陶土，要有烧

柴的燃料，要有坡度合适的丘陵搭建窑炉，

更要有便利的水运通江达海……

这些先天因素，都汇集在蜀山。不远处

的丁山出陶土，宜兴南部山区产木柴，山坡

不急不缓，正好符合建龙窑的坡度。山下一

条蠡河贯通，不远处就是太湖。易碎的陶器

在丁蜀镇古南街的码头装船，经长江可西

去，经运河可北上。

宜兴被称为中国陶都。距今 7300 年的

古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了烧制的陶片。从彼

时直到现代，制陶业虽历经兴衰，烧制陶瓷

的脉络却始终清晰，各个年代的陶片遗存证

明窑火从未中断。

把视野稍稍拉大，宜兴城“三山两水五

分田”，不论矿料、山柴，自然资源分布均衡，

2400 多条水道、3 片水面贯穿全域。从空中

俯瞰，山水怀抱沃野，山在城中、城在水中，

村庄连片、田园纵横。

更难得的是，这里还处于南京、上海、杭

州三城的几何中心，这在以水运为主的江南

占尽便利。而在最新规划的高铁版图中，这

3 座城市距离宜兴均仅三四十分钟路程。

走进蜀山下的古南街，能触摸到小城奔

淌千百年的文脉。长街上，不少紫砂工作室

散布其间，还有工匠在家炼泥拉坯。

制壶的场景往往安静、枯燥。只听见泥

搭子砰砰打着泥条，一个动作，匠人要做上

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当一个人把眼睛、手和

心投注在一抔泥上，外面有多嘈杂，这里就

有多安静。渐渐地，壶身就在手中显出了形

状，或柔和、或端正、或古雅、或圆润，泥土生

出性格，器物有了灵气。

孙羽飞是年轻一代的制陶匠人，20 多

岁，从小在古南街长大，祖辈是陶工，父母

都是知名的制壶行家。他考入南京艺术学

院学习陶瓷艺术专业，见识了许多世界级

的 陶 艺 作 品 ，最 终 又 回 到 古 南 街 学 起 了

制壶。

父子两代的审美，已出现不同。父亲求

新求变，创制器型，追求艺术上的超越；孙羽

飞却希望回归传统器型，热衷素器的线条之

美，不求过多雕饰，不再把壶变成纯粹观赏

的作品，而是化作生活中使用的器具。

父子俩有时争论，有时也相互认可，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壶有一代壶的气

韵。孙羽飞有时工作累了，就沿着河走路，

弹吉他，唱自己写的歌。歌里大多记录制陶

的生活和他对紫砂的理解。有一首这样唱

道：“我的家乡叫做小镇丁蜀，陶的故土。从

小看着父亲做茶壶，是否我长大后，也会踏

上这条路。他告诉我紫砂是块万能的黄金

土，就像那孕育着优雅旋律的钢琴谱。泥土

滋养着万物，高雅中透露质朴。它就像是父

母，滋养着一方水土……”

古南街依旧氤氲着烟火气，老石板被踏

得溜光，小黄狗沿街边撒欢，冲人摇尾。街

上的老朋友们定期聚会夜读，有时在东坡书

院，有时在老工匠家的书房。早晨，你能在

一片瓦顶中，远远听到钢琴声；夜里，制壶匠

人加紧赶活，许多小店会因为他们开张到很

晚。住在这条街上，人们总能找到有趣的事

来做，年轻人开了店铺，用紫砂杯冲泡咖啡，

老人们口述过去，编出了厚厚一本古南街的

故事。

走向世界的紫砂壶
“泥土与人的亲和力，让它

天然就是一种世界语言”

宜兴城的早晨，大约是从水边开始的。

自西向东，3 片水域贯穿了城市，被称为西

氿、团氿与东氿。若在其他地方，这已经算

是很大的湖面，而宜兴人有更大的太湖在下

游，于是谦虚地称“这不是湖只是氿”。在字

典里，“氿”作为地名，用来特指宜兴的 3 处

水面。

天 蒙 蒙 亮，晨练的人便沿团氿在跑步

了。老人们还保留着早起泡茶馆的习惯，

溜达累了要泡壶茶，歇 歇 脚 ，聊 聊 天 ，“ 掮

掮老空”。

如今，新茶席正在兴起，老茶馆越来越

少，退到了城市的角落。有人回忆父亲带自

己进茶馆，条案上倒扣着一把把紫砂壶，买

根水筹可以听说书人讲满一个场次。有人

回忆，祖父坐在堂桌前，捧一把茶壶摩挲，不

时嘬上一口。有的祖孙俩各自握把壶，一边

喝茶解渴，一边识字背书。

在宜兴的产业体系里，电线电缆、环保

材料是经济支柱，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制药正在兴起，制陶和种茶虽仅占

财政较小的比例，却是涵养城市人文的灵魂

所在。

陶器在人类文明中出现的年代很早，

瓷 器 后 来 居 上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更 为 流 行 。

为什么宜兴反其道行之，长久保存了陶的

兴盛？

对此，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

曾思考，“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文化挽救了

陶器衰微，并为其找到了新的定位。”在饮茶

历史上，唐的煮茶、宋的点茶，变为明以来的

沏茶，弃用团饼，而改散茶，饮茶方式深刻影

响了器具。紫砂茶壶透气而不透水，长于散

发茶香，还能被茶养护得光泽滋润，不仅从

茶具中脱颖而出，还成就了士大夫的文玩雅

趣，不断增加文化附加值。相比于煲汤腌菜

的陶罐，与茶结缘真正让宜兴紫砂站稳了

脚跟。

也正是明中期以来，宜兴紫砂迎来了

鼎盛，“紫玉金砂”风行海内，走向世界。史

俊棠说，越是富足，越重视文化，对紫砂壶

的 需 求 也 就 越 大 ，“ 饿 着 肚 子 是 喝 不 来 茶

的，生活水平提高，肉类食物增加，人们才

更爱饮茶。”

改革开放以后，紫砂壶在各地受到热捧，

有些作品更是价值不菲。诗人余光中曾写下

一首《宜兴茶壶》：“壶身在我的掌中转动，我

的指纹叠上陶匠的指纹，叠上雕者的手印，赠

者的掌温，像伸过手去，跟后土上面她所有的

孩子一起握手。最清的泉水是君子之交，最

香的茶叶是旧土之情……”

在全世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宜兴在哪

里 ，可 提 到 紫 砂 壶 的 故 乡 ，多 半 会 频 频 点

头。不同款型、制作精美的紫砂壶，至今仍

流通在全球的收藏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

陶艺师，也多次相聚宜兴，交流作品或参加

公益拍卖等活动。宜兴市博物馆馆长杨潇

说：“泥土与人的亲和力，让它天然就是一种

世界语言。”

创新发展的陶瓷业
从日用陶、艺术陶到建筑

陶、特种陶，陶土材料的可能性
越拓越宽

周瑜敏来自外乡镇，多年从事美术工

作，1996 年到了古南街便迷上制壶，成了这

里的新街坊。紫砂工匠不排外，不管是美院

毕业的学生，还是想学一技之长的新手，这

条街都接纳了他们。

老周思维活跃，认为游客喜爱紫砂壶，

除了观赏买卖，也想亲身体验制一把壶。有

人反对：“没有几年苦功，烧的那能叫壶吗？”

老周不着急，他到很多城市尝试开办体验

课，了解游客的需求。

老周的女儿周艺出生在古南街，毕业后

着手组建团队，打造自己的制壶品牌。她推

广紫砂的方式又不同于父亲，是用视频拍摄

江南风物，记录美学生活，带着拍摄杆访茶

游历。她说：“文人造器，砂壶是东方生活的

一个小小局部。”如今，她创办的品牌“南街

壶娘”已经成了当地的知名 IP。

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馆长周小东介绍，

创新贯穿了宜兴陶瓷发展史，代有新品，代

有新意。在远古陈迹中，发现了 4000 年前

类似文字的陶符；魏晋多用青瓷，宋代陶兴；

明朝用甲泥烧出了大型均陶，最终创制紫

砂陶。

“大陶缸下南洋，装在船底既是压舱石，

也当‘包装箱’，还能卖价钱，体现中国人的

商贸智慧。”周小东说，紫砂泥料更是把风化

的石渣用到极致，炼出泥的黏性，能让泥坯

“薄如纸、细如发”，烧成的器物表面呈现鳞

状微观结构，堪称材料学的创举。

今天，宜兴的制陶业已经从日用陶、艺

术陶，延伸到建筑陶、特种陶多个领域，很多

新的用途正在被发现。根据陶土的特性，人

们尝试将陶用于太阳能电池、防磨防腐、环

保过滤等各类领域。创新的思路无限，陶土

材料的可能性越拓越宽。

在江苏省宜兴非金属化工机械厂有限

公司，工人烧制出硫酸塔条梁，把国外售价

30 多万元的产品降至 4 万元，研发的陶瓷过

滤芯售价比国外同类产品的 1/10 还低。在

宜兴市区一座写字楼里，一群程序员正在探

索对紫砂产业数字赋能。他们建立了一套

严选体系和品鉴师平台，希望让紫砂壶从泥

料、工艺到交易全程透明可追溯，让紫砂市

场更加完备。

在宜兴青云巷，一座粉墙黛瓦的小园里

重新唱起昆曲。这里曾是清朝一座古宅园

林，名为“瀛园”。园内的“行和厅”从前就是

昆曲雅集的活动场所，如今再次成为宜兴的

“戏曲之家”。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焕

发出新的光彩。

宜兴的老文庙前，曾立着一座石牌坊，

称“相国牌坊”，是小城

崇 文 重 教 的 象 征 。 后

来 ，文 庙 成 了 小 学 ，牌

坊 被 拆 下 来 垫 在 太 隔

河的驳岸底下，做了石

料。如今，这座“丢失”

47 年 的 石 牌 坊 又 被 一

块块找了回来，收藏在

宜 兴 市 博 物 馆 内 。 近

400 年 的 建 筑 ，见 证 了

宜兴风雨沧桑、人物繁

盛 ：这 里 考 中 过 500 多

名进士，走出了 10 位宰

相；近现代又成长出 32
位两院院士、百余位大

学校长。

瀛园昆曲、相国牌

坊等，都见证着宜兴正

从全面的城市改造转向

精致的城市更新，通过

“百宅百院”的活化，把

文 保 单 位 变 成 文 化 空

间，用宜兴独特的“陶、

竹、洞、茶、禅”各类元素，推广“陶式生活”。

“陶式生活”本指充满文化气息的慢生

活，使用陶器，感受陶然，被美陶冶。与此同

时，新的理解正不断被加入，有人说，是像陶

渊明那样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人说，是

一种注重本真感受的“陶适生活”……

北宋元丰七年，苏轼在信札中这样描述

宜兴：“吾来阳羡，船入荆溪……”阳羡山明

水亮，让他心意豁然，也让他看到了向往的

未来。千百年后，“陶式生活”的美好图景，

正在今天的宜兴铺展开来。

图①：宜兴东坡书院。 刘 政摄

图②：宜兴城一景。 张文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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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县城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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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9 日 12 时 43 分，随着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十号 02 星

发射升空，中国航天完成 2022 年度所有发

射任务。这一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

64 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发射 53 次全部成功，将 140 余个航天

器送入太空，为我国加快航天强国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中国航天 2022 年的丰硕成果，不仅体

现在发射次数上，更表现在“分量”上。中

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的“太空之家”遨

游苍穹；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我国一箭多

星纪录刷新至 22 颗；“句芒号”卫星成功发

射，我国碳汇监测进入遥感时代；“夸父一

号”成功发射并发布首批科学图像，开启探

日之旅……2022 年，中国航天成就巨大、

收获满满，一批航天重大计划达成目标，更

长远的探索计划蓄势待发，映照着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脚步。

激发创新动力，强化创新意识，中国航

天不断迈上新台阶、开辟新赛道。过去一年里，我国商业航天也

持续加强研发力度，矢志以创新赢得未来。面对朱雀二号新型

运载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实现入轨却未取得完全成功，蓝箭航天

的研制团队并不气馁，他们迅速投入“归零”工作，继续挑战液氧

甲烷火箭这项全新技术。在飞出大气层的征途中，尝试与突破

是“成功发射”的必经之路和坚实基石。中国民营航天企业敢于

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勇于强化投入，体现着对创新是第一动力的

深刻认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

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新的一年里，随着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步伐不断加快，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社

会进一步形成创新创造合力，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中

国航天将在新的起点上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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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步伐不断加快，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全社会进一步形成
创新创造合力，依靠创新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中
国航天将在新的起点上
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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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潘俊强）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

获悉：近日，北京出台《北京市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认定和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抢救濒临消失、传承困难

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办法》规定，北京建立市级急需保护项目目录，有效期不超

过 5 年，一般 5 年认定一次。急需保护项目的申报单位和传承

人、学徒应当落实保护计划，可以申请急需保护项目的项目经

费，申请项目经费最长时间不超过 5 年。申请使用项目经费的

主体应当与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相关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

门签订经费使用协议，并接受年度资金验收和绩效考核。

《办法》明确，鼓励市、区各类使用财政资金及获得政府财政

资金支持举办的各类展览、展演、展示活动安排急需保护项目参

加。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可结合急需保护项目的实际情况，在区

域内学校开展相关的知识普及与传播。

北京推动传承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

本报武汉 1月 2日电 （记者范昊天）近日，“艺以通衢——

2022 武汉双年展”在湖北武汉举办。285 位中外艺术家及团队

的 446 件（组）艺术作品，在武汉美术馆（琴台馆）、武汉美术馆

（汉口馆）、合美术馆 3 馆同期展出。展览将持续到 5 月 31 日。

2022 武汉双年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市政府、湖北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分为“文化样态”“城市形态”“创新动态”“绿

色生态”“开放姿态”5 个专题。3 馆之外，展览还将串联多个艺

术空间的平行展，开展学术论坛、美育志愿行动、艺术之旅等多

场文化艺术活动，打造“没有围墙的艺术之城”。新开馆的武汉

美术馆（琴台馆）与周边的琴台大剧院和琴台音乐厅共同构成文

化场所矩阵，双年展期间，“文化样态”“城市形态”“创新动态”3
个展览专题在该馆展出。

2022武汉双年展举办

本报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王珏）近日，中国交响乐团发布

2023 音乐季。新乐季中，陈燮阳、谭盾、谭利华等指挥家将精彩

亮相。德国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爱华德也将执棒，为观众带来

纪念勃拉姆斯诞辰 190 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中国作品方面，交

响音乐《沙家浜》、大型交响套曲《山河颂》等作品将精彩上演。

由谭盾创作的《敦煌三乐神—唢呐协奏曲》将完成首演，由国交

多位青年作曲家联袂创作的岁月交响《和平里》也将首次与观众

见面。多位指挥家同台献艺的“伟大奠基”——纪念李凌诞辰

110 周年、严良堃诞辰 100 周年交响音乐会将举办。

此外，国交将继续打造以展示西方经典交响乐作品为主的

“聆赏经典”和呈现中国现当代作品的“龙声华韵”等品牌，继续

推出“国之骄子”系列音乐会，以及“不忘初心”“光影和声”“月是

故乡明”等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合唱音乐会。室内乐音

乐会是今年的新亮点，11 场室内乐演出将为观众呈现许多耳熟

能详的电影配乐与民族音乐。

中国交响乐团开启 2023音乐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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