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
景德镇市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严格遵循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的要求，实现了

陶瓷文化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千年瓷都”

景德镇老城区中心地带，西邻昌江，东至中
华北路，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御窑厂遗
址，以及御窑博物馆、明清窑作群、周边里弄

民居、陶瓷工业遗址等历史文化遗存组成。
曾经，这里“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窑火
夜夜明，瓷器日日出”。如今，陶阳里正成长
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保存着相对完
好的历史文化肌理。众多匠人在这里传承

陶瓷制作等传统技艺，来往游客在这里品味
和感悟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日前，记者走进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探访老街区的变迁、老技艺的传承，感悟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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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窑，很多游客参访陶阳里历史

文化街区的第一站。看着老窑口前那

一张张好奇、兴奋的面孔，67 岁的余喜

来总会想起 12 年前的那个早春。

2012 年 2 月的一天，余喜来接到时

任江西省陶瓷公司经理刘子力的电话，

邀请他一起看看徐家窑。

作为景德镇历史上保留完整的镇

窑，徐家窑在余喜来心中有着别样的情

感，“14 岁那年，我跟着父亲来到景德镇

建国瓷厂烧炼车间当工人，就在徐家窑

烧制瓷器，一干好几年，直到窑口停用。”

多年以后，当他跟随刘子力再次走

进徐家窑时，眼前的景象令他心疼：老

窑口废弃多年，只剩下断砖碎瓦。

“徐家窑外不远就是景德镇市中心，

如果有一天这里拆迁，只需一辆铲车、一

个晚上，徐家窑和它承载的历史就彻底湮

灭了。”余喜来说，看到眼前的情形，他和刘

子力当即下定决心，“要想方设法把徐家

窑和周边的制瓷作坊修缮保护起来！”

“我们希望在徐家窑周边系统地展

示陶瓷制作技艺和景德镇制瓷历史。”

当年，刘子力精心准备了 15 页幻灯片并

来到国家有关部门，专门汇报了以徐家

窑为主体、涵盖周边 10 余栋老旧坯房的

保护与修缮计划，得到积极回应。

不久，国家有关部门批复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国家开

发 银 行 随 后 拨 付 了 相 关 专 项 资 金 。

2013 年，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

修缮重建工作正式启动。

同年，余喜来调任景德镇建国瓷厂

党委书记，徐家窑修缮成为他的一项重

要工作。“听说要修徐家窑，很多老师傅

甘愿放弃其他挣钱的活计也要回来。”

余喜来说，“老窑口修缮需要老师傅们

参与，我们加以鼓励引导，允许每一位

参与修缮的师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老

窑口的砖上。”

重修徐家窑，窑砖大小严格参照老窑

砖标准烧制；近 15 万块砖，师傅们用了 3
个月，一块一块拼好弧形的窑面；窑工担

柴上窑的木板，大家凭着记忆手工制作。

“师傅们努力还原当年的生产生活场

景，回忆哪个角落放着茶缸，油灯点在哪

里，椅子放在哪里……”余喜来说。

“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到访徐

家窑的人真切感受到我们当年的生产生

活场景，留住老窑砖承载的那段历史与

文化记忆。”指着窑前挂着的修复徐家窑

后拍下的“全家福”，余喜来感慨，“这几

年，照片里有的人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名

字已成为徐家窑的一部分。”

2015 年 11 月，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

清窑作群修复基本完成。虽不是参与

修复的工作人员，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

镇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时

常来看徐家窑修缮，“没想到，老窑口真

的一点一点复原起来了。”

要修复的不止徐家窑。翁彦俊介

绍，历史上的陶阳里曾集中了全国许多

优秀工匠，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这里仍

是景德镇陶瓷核心生产区域之一。后

来随着陶瓷机械化生产的普及，隧道窑

等现代窑炉取代了传统柴窑，陶阳里及

其所代表的手工制瓷业逐渐衰落，“老

窑口被废弃，老房子年久失修，基础设

施配套跟不上，各种私搭乱建影响了街

区风貌，也给文物保护带来风险。”

2016 年初，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全权负责陶阳里历史文

化街区的修复工作，刘子力成为公司第

一任董事长。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文物局等多个部门及江西省陆续投入

专项资金、基金支持，景德镇市正式启动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修缮保护工作。

“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的成

功修复，走出了老街区保护的一条新路。”

刘子力说，“虽然当时有人存在畏难情绪，

也有人提出‘拆了重建’等不同意见，但景

德镇市委和市政府顶住了压力，力主对陶

阳里进行保护性修缮。坚持保护第一、修

旧如旧，是对历史尊重、对后人负责。”

精细修复
调 研 先 行 ，科 学 规 划 ，

下绣花功夫修复，让每一栋
建筑、每一件瓷器、每一处
细节都讲述历史

“老城还在吗？”

2016 年 3 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张杰应刘子力之邀来到景德镇，见面

就问。目睹一些地方老城湮灭在新城建

设中，对景德镇能否保留一些老街区，张

杰心里有些吃不准。

用脚步寻找答案。之后半年，张杰

带团队每天早出晚归，老街巷走了一遍

又一遍，规划书改了一稿又一稿。陶阳

里的每个里弄，他们都拍照记录，对每

座建筑的修建年代、建筑质量、价值评

估等一一标注。

指着一份厚达 40 厘米的陶阳里历

史文化街区规划书，刘子力介绍，这是

张杰团队半年的调研成果，市里据此制

定了街区保护修缮的详细规划，“在制

定规划、保护修缮的过程中，有过不少

观点碰撞、调整论证，为的是让修复工

作更科学、更精细、更精准。”

一次，面对几栋近代建筑是否拆除

的问题，刘子力与张杰团队各持己见。

刘子力认为建筑本身文物价值较低，不

如 重 建 几 栋 与 周 边 风 格 相 统 一 的 建

筑。张杰团队则认为，这是陶阳里历史

的一部分，在不影响整体建设格局的前

提下，应该保存下来。最终，刘子力被

说服。“不断讨论碰撞，保护修复的整体

思路日益清晰：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

组门窗、一个物件，不放弃对每一个历

史切片的保护，在精细化修复过程中，

努 力 还 原 老 街 巷 独 有 的 历 史 文 化 肌

理。”刘子力说。

精细化修复，体现在举一反三、统

一标准。一次，施工方正修复一栋民国

时期老建筑的窗户，刘子力见到后认为

窗户尺寸不准确，便带施工人员走进老

城区一座保存尚好的同时期老屋。仔

细对比丈量后，施工人员心服口服，重

新制定了修复方案。

为防止再出现类似问题，刘子力带

着规划方和施工方代表，分门别类对老

城代表性建筑的门窗进行实地测量，作

为修复施工参照。这些不同年代景德

镇老房子的门窗等部件资料，一直保存

在施工方的电脑里。

精细化修复，点滴之间见匠心。漫

步陶阳里，墙壁上，斑驳的历史印迹和

当年的广告标语被留存，作为一段历史

记忆的见证；道路上，为了让砖缝里像

从前一样长出青苔，工人们拿着小刮刀

一点一点将三合土填进砖石缝隙……

匠心打造，陶阳里迎来新生。

“儿时记忆中的老建筑、老场景已

消 失 多 年 ，如 今 又 重 现 眼 前 。”走 在 陶

阳 里 弯 曲 的 里 弄 里 ，翁 彦 俊 感 慨 。 更

让 他 高 兴 的 是 ，景 德 镇 御 窑 博 物 馆 在

陶 阳 里 落 成 ，2021 年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

这 个 拿 过 中 国 建 筑 学 会 建 筑 设 计 奖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项一等奖

的 建 筑 群 ，让 从 御 窑 厂 遗 址 区 域 挖 掘

出的 6000 多箱瓷片和数千件瓷器，有

了一个更好的家。

傍晚，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内，橘黄

色 的 灯 光 照 在 红 砖 窑 上 ，给 人 以 暖

意 。 正 在 这 里 举 办 的“ 瓷 都 千 年 ”特

展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 站 在 明 代 成 化

素 三 彩 鸭 形 香 薰 展 柜 前 ，景 德 镇 御 窑

博 物 院 文 物 修 复 师 郝 国 江 自 豪 地 介

绍：“当年这款香薰共出土了 6 只，2020
年 二 次 修 复 时 ，我 有 幸 修 复 了 其 中 一

只 。 现 在 还 记 得 把 它 捧 在 手 上 的 感

觉，仿佛和历史对话……”

鸭形香薰出土，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

事。受制于材料和工艺，当年只能进行

简 单 修 复 ，拼 接 处 的 胶 水 已 经 泛 黄 。

2020 年，随着御窑博物馆的建设，为让

这些老物件以更好的状态面对游客，御

窑博物院对其进行二次修复。“面对 48
片残片，从清理到备材，从修补到雕纹，

我 们 既 关 注 器 型 整 体 ，更 注 重 细 节 修

复。”郝国江说，“比如鸭翅纹理模糊的

地方，我们利用核雕等技术，用刻刀进

行手工雕饰，一笔一画刻出与旧有花纹

走线、深浅一致的纹路。”

“精细化修复，还体现在对出土文

物的精心呵护，让文物和陶阳里融为一

体。”刘子力说，“通过精细化修复，要让

每一栋建筑、每一件瓷器、每一处细节

都讲述历史，让整个街区包裹着‘千年

瓷都’的记忆，将往事与时光定格。”

守护技艺
吸引老匠人入驻，推动

老手艺传承，构筑有气质底
蕴的陶阳里文化空间

“能不能推荐一下，我们也想进驻陶

阳里……”精细修复后的陶阳里名气渐

长，余喜来常常接到老朋友的电话。

“能不能进驻，得看你手上的功夫

现在怎么样。”余喜来总是这般回复。

见证了陶阳里变化的余喜来，如今

和 20 多位老工匠、老厂长们一道，在陶

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里弄管家”办公室

工作。作为里弄管家，他们可以推荐匠

人进驻，也帮着陶阳里把好入驻商户的

技术门槛。

“物质空间的精细修复，为陶阳里

搭建了文化空间的骨架。我们还要守

护传承好传统技艺，让文化空间更加丰

满、更有气质底蕴。”余喜来说。

这两年，里弄管家们常在街区里弄

探店，听取商家建议，思考街区的发展

方向。“陶阳里不只是买卖陶瓷、销售小

商品的景区，还应成为匠人们的家园。”

刘子力说，“目前，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200 多家店铺仍有余位，许多商户想要

进驻。我们严格标准，商户没有真手艺

或者特色商品不多的，莫进。”

跟随余喜来拐进毕家上弄的一家

青 花 瓷 工 作 室 ，不 到 200 平 方 米 的 空

间 里 ，摆 放 着 各 种 陶 瓷 手 工 艺 品 。 65
岁的景德镇传统雕塑瓷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刘忆民正教 17 岁的孙子刘佳

忻在一个白盘坯上勾 画 金 鱼 戏 水 图 。

他握住孙子的手，轻轻添上两笔，鱼尾

立 刻 活 灵 活 现 。“ 在 我 们 家 ，传 到 我 孙

子 这 辈 儿 ，就 是 四 代 人 做 陶 瓷 。”刘 忆

民说。

从小跟着母亲学做陶瓷，刘忆民当

年 的 工 作 室 就 在 徐 家 窑 旁 的 罗 汉 肚

弄。后来随着徐家窑衰落，他也搬离了

陶阳里。直到 2016 年，见到修复后的徐

家窑，刘忆民激动难抑，又把工作室搬

回了陶阳里。

工作室内，一群年轻人正在聚精会

神 地 练 习 作 画 ，吸 引 不 少 游 客 驻 足 观

看。刘忆民不时走到几名学徒身后，手

把手地指导。“入驻陶阳里有个规矩，就

是希望我们多带一些徒弟，多在老技艺

的传承上发挥作

用。”刘忆民说。

走 在 陶 阳 里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

古朴别致的老屋

街 巷 焕 发 神 采 ，

一项项传承保护

的手工技艺令人

赞 叹 ：利 坯 师 傅

凝 神 聚 气 ，用 利

坯刀将快速旋转

的陶器削得光滑

平 整 ；上 釉 师 傅

用釉鞭勾住一个

碗，在釉水里轻轻一转，碗身釉色均匀，

碗口干干净净；画茶花的师傅，寥寥几

笔，便在茶碗上绘出一朵茶花从花苞到

枯萎的意境……

“很多老师傅都是当年景德镇十大

瓷厂的老手艺人。”刘子力介绍，近年来，

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陶阳

里打造“非遗聚落”，已引入明清窑作群、

四大名瓷馆等陶瓷技艺业态。

“非遗聚落”打造好后，余喜来第一

时间想到的便是把当年下岗或退休的

老工人请回来，却又担心他们已经手艺

生疏，“没想到，走访了 20 多人，家家屋

里都摆着当年吃饭的家伙，20 多年了大

家都还没有丢掉手艺。”

2016 年 11 月，作为景德镇最大的柴

窑，修缮好的徐家窑在停烧 38 年后成功

复烧开窑。在此之前，余喜来带着几位

经验丰富的把桩师傅，用两个月时间在

全市征集了 3000 多件瓷坯，放到窑里烧

制。“虽然陶瓷已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但

在老师傅心里，手工烧制的瓷器色泽、纹

理独具特色，更凝结着匠心，代表着老技

艺的传承。”余喜来说，入窑工序复杂，光

摆坯就要好几天，但那些日子，他和几位

把桩师傅昼夜不停、乐在其中。

“点火！”随着温度变化，瓷坯窑变

出万千色彩与姿态。“从观测孔中盯住

炉火，随时根据火焰颜色调整松柴送入

量，考验的就是老师傅的眼力和经验。”

余喜来说，第一炉窑烧制过程中，几位

老师傅轮流值班，丝毫不敢松懈，“大家

都很兴奋，终于圆了‘徐家窑一定会再

烧起来’的梦。”

迄今为止，徐家窑烧制的瓷器市场

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老手艺烧制的

产品，很受市场欢迎。”余喜来说，手工烧

制瓷器技艺的延续，让老手艺人能够相

互交流，学徒可以亲身实践，游客能够参

观研学，传统技艺得到更好传承、发展。

目前，陶阳里活跃着 40 多位瓷器手

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 300 多名学徒，

涵盖包括“挛窑”（砌窑和补窑）、拉坯、

利坯、烧窑、把桩等在内的全流程传统

陶瓷生产工艺。

文旅融合
挖掘、激活传统文化资

源，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一场细雨淋湿了石阶深巷，润泽了

青砖黛瓦墨脊。一阵古筝轻音传至耳

畔，循声拐入程家上弄，便来到了任一

心的“弄里画春秋”工作室。

身着苏式刺绣古装的任一心，边沏

茶边向记者介绍自己：毕业于苏州工艺

美术职业技术学院，2017 年来到景德镇

学习传统的青花纹饰描绘技法，2019 年

在陶阳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进行技

艺创作的同时开展文化宣传。

“陶阳里很古老，承载着流传千年

的技艺与记忆。它也很现代，可以包容

各种创新创造。”任一心说，氤氲在陶阳

里的传统文化氛围里，她萌生出以视频

短片形式推介景德镇和陶瓷文化的想

法，并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拍

摄团队。

任 一 心 向 记 者 展 示 他 们 拍 摄 的

一 个 短 片 ：镜 头 从 紫 禁 城 拉 到 丝 绸 之

路，耳畔响起丝路驼铃，最终定格在陶

阳里；拉坯工匠手上泥土千变万化，窑

火 燃 起 ，窑 工 从 窑 炉 里 取 出 精 美 的 瓷

器……“这是我们和景德镇陶文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拍摄的，用于向游客

推介陶瓷文化，让更多游客了解、走进

陶阳里。”任一心说，“在短片制作过程

中，公司帮着沟通协调、宣传推介，给了

我们很大支持。”

通过与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度合作，这几年任一心组建的拍摄团

队从 3 人增加到 13 人，制作了 150 多个

短视频，还依托陶瓷文化和陶阳里历史

文化街区，打造了汉服旅拍、苏绣制作、

陶瓷文创等多个文旅板块内容，2022 年

这一板块的营收近 300 万元。

“以前，部分入驻陶阳里的商家只

把这里作为产品展示的窗口，营业额很

低。2023 年起，我们与商家探索联营模

式，不再按店铺面积收取租金，而是采

取营收保底、利润分成的形式，以吸引

更多活的业态入驻。”刘子力说，双方联

营，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为商家

提 供 更 优 质 的 服 务 ，也 让 商 家 更 有 归

属感。

“这个展太赞了，快去打卡”“没想

到，陶瓷还能这么看，这么玩”……2022
年 10 月，一场以“御窑天下·青花秘境”

为名的陶瓷展览在陶阳里开幕。展览

打 破 景 德 镇 御 窑 博 物 馆 的 空 间 局 限 ，

将御窑厂考古遗址展示区及陶阳里历

史文化街区也纳入展览场域之中。结

合 线 上 游 戏 程 序 ，游 客 可 通 过 线 上 扮

演窑工、督陶官等不同身份的角色，体

验陶瓷制作过程，实现线上、线下空间

互联。

“完全没想到，原本计划半年的展

览持续办了近一年，吸引 130 多万海内

外游客前来参观，30 多万人次参与线上

互动。”翁彦俊边说边拿出厚厚的一本

文集，里面是印有鸭舌帽、鸭鸭伞、各式

文化衫的文创产品设计图案，“我们准

备参照明代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的文

物原型，打造卡通形象‘岁岁鸭’并推出

相关文创产品吸引游客。”

“ 陶 阳 里 因 瓷 而 生 ，更 要 因 瓷 而

兴。我们通过与文创企业合作、组织开

办 各 类 文 化 展 览 等 形 式 ，实 现 以 文 塑

旅、以旅彰文，推动街区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刘子力介绍，2023 年，陶

阳里旅游人次超过 370 万。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传

统文化资源，为陶阳里文旅融合发展源

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刘子力介绍，近年

来，他们持续寻找过去搬离了陶阳里的

老住户、老匠人，邀请他们回来走一走，

录一段视频，留下一段口述史，“他们的

故事，是老街区文化和历史不可分离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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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实现陶瓷文化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江西景德镇市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颜菲

④④

图图①①：：修缮中的徐家窑修缮中的徐家窑。。 姚姚 飞飞摄摄

图图②②：：修缮后的徐家窑修缮后的徐家窑。。

图图③③：：江西省景德镇市陶阳里历史文化街江西省景德镇市陶阳里历史文化街

区明清窑作群坯房内区明清窑作群坯房内，，一名师傅正在利坯一名师傅正在利坯。。

郑晓卿郑晓卿摄摄

图图④④：：小朋友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小朋友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家

研学机构体验陶艺研学机构体验陶艺。。

图图⑤⑤：：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角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角。。

图图②②图图④④图图⑤⑤均为均为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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