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深刻体会

里弄浓浓的烟火气息；寻迹陶溪川文创街

区，深切感受互联网经济迸发的勃勃生机；

华灯初上后打卡“夜珠山”，欣赏九集小镇

和三宝夜市的流光溢彩；走进御窑厂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细细品味工匠的专注与严

谨……博物馆、里弄、窑口、码头、集市等，

共同塑造了江西省景德镇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的新面貌。千年瓷都“因瓷而生、因瓷而

兴”，焕发生机与活力。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卷峰峦在景德。”

景德镇瓷业生产历史悠久，肇始于唐代，崛

起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繁荣至当代。近年

来，景德镇经历了从“陶瓷工业重镇”到“文

化创意之都”的转型，探索了一条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实践之路，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从历史中挖掘价值从历史中挖掘价值

从传统制瓷技艺保存的完整性到历代

陶瓷产品的创新性，从陶瓷手工业城市的

生命力到所制陶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影响

力，这些维度的观察都表明，景德镇的地位

是独一无二的。

景德镇见证了陶瓷手工业发展过程中

产品与技术的进步，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

瓷业生产的相关遗迹，具有突出的历史文

化价值。以景德镇御窑遗址为代表的景德

镇瓷业遗存，实证了我国传统悠久、规模宏

大、长期领先的陶瓷产业和辉煌灿烂的陶

瓷文化。近年来，景德镇对自身的辉煌历

史、文化根基以及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系

统性的发掘与整理。以南窑、兰田窑为代

表的唐代窑址，以湖田窑、凤凰山窑为代表

的宋代窑址，以落马桥为代表的元代窑址，

以明清御窑厂为代表的明清窑址，等等，考

古工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发掘与研究，使人

们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有了更为清晰系

统的认知。目前，相关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不断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注入更为厚重的

内涵。

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山水、

古城风貌、街区格局以及重要码头遗存等

环境的滋养。人们常说，景德镇瓷业依托

于“一江三河”“一镇三区”。一江指的是昌

江，三河分别指的是东河、建溪、南河，一镇

指的是景德镇镇区，三区分别指的是高岭、

瑶里、蛟潭。与这些相关的会馆、商铺、祠

庙、街市、作坊等建筑遗存，在景德镇几乎随

处可见，相继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中。陶阳里

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实

现了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的

良性互动。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边

的老里弄、老瓷厂都进行了高质量修缮改

造，保持并展现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保护好千年窑址、传承好千年技艺、守

护好千年匠心，就是守护景德镇这座城市

的文脉根魂。

在传承中孕育新机在传承中孕育新机

从泥土中脱胎，在窑火中淬炼，浓缩着

制瓷技艺古与今的景德镇，架起中外文化

交流的桥梁。景德镇承制了大量国礼用

瓷，获得不少国际国内大奖，声名显赫。新

中国成立后，以景德镇“十大瓷厂”及青花、

玲珑、粉彩等为代表的陶瓷生产模式与传

统 名 瓷 ，拥 有 20 个 大 类 、200 多 个 系 列 、

2000 多 种 器 型 ，畅 销 世 界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陶瓷日益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文化符号与载体。

历 史 悠 久 、传 统 深 厚 的 制 瓷 工 业 ，克

服了短期的困境，破茧重生，成为景德镇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随着先进陶

瓷成为一些高技术领域发展的关键材料，

近年来，景德镇明确把先进陶瓷作为产业

发展的主要方向。日用陶瓷、艺术陶瓷、

建筑卫生陶瓷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共同构

筑景德镇陶瓷产业新格局。

因瓷而变，才能因瓷而兴。创新的故

事在这座城市绵绵不绝。以文化创意为重

点的陶瓷产品是景德镇文旅产业的亮点。

陶瓷文化创意产品注重彰显陶瓷的特性，

在陶瓷产品的材料、造型、装饰方面都有着

较为丰富的表达。近年来，陶瓷文创产品

的品类日益丰富，出现了手工陶瓷茶器、穿

戴装饰陶瓷、卡通吉祥物陶瓷等。随着电

商的蓬勃发展，兼具精细化与个性化的窑

口品牌及手工茶器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

与认可，日益成为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

新亮点和文旅产业的新增长点。以景德镇

四大名瓷为代表的传统制瓷技艺也得到进

一步传承发扬。除此以外，在景德镇还能

常常见到竹编、皮雕、竹雕、茶席等多种非

遗制品的生产与经营，逐渐形成了以陶瓷

文创为主体、不同材质工艺产品为补充的

景德镇文创消费产品体系。

2006 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列入第

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

景德镇组建非遗保护协会，建设非遗项目

数据库，培育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百

余个，推动了手工制瓷技艺薪火相传；设立

景德镇陶瓷技师学院，成立“一带一路”国

际陶瓷教育联盟，推动科研教育机构与陶

瓷企业、作坊协同合作，培育新一代工匠。

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长年奔波在景德

镇，倾力支持各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师生

积极投入陶瓷文创产业中，为景德镇文化

旅游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不断不断““激活激活””古老的陶瓷文化古老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老城区商业氛围浓厚，拥有大

量专门从事艺术瓷生产的中小企业或传统

制瓷作坊。通过有效解决老城

区“人往哪里去”“老厂怎么办”

等问题，这些地方焕发了活力。

根据老城区现存历史建筑特色，

当地政府积极筹措资金，盘活古

建筑、老厂房等优质资源，整体

打造具有鲜明文化风格的地标

性建筑。改造后的文化空间引

入文化产业的多元业态，进一步

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依托

互联网积极宣传推介景德镇特

色陶瓷文化，打造多平台文创直

播基地。

经过多年努力，“一城瓷器

半 城 窑 ”的 景 象 逐 渐 显 现 。 继

1982 年国务院批准景德镇为国

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2014 年，景德

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手工艺

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2023 年，景德镇珠

山区获评“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陶溪川文创街区获

评“2022 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景德

镇三宝国际瓷谷景区获评“江西省文化产

业 和 旅 游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区 创 建 单

位”。仅 2023 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景德镇

全市共接待游客超 800 万人次。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窑火夜

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在中国古代陶

瓷史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持续性

地聚集大批人才。如今，景德镇已成为众

多 青 年 人 理 想 的 定 居 地 和 创 业 目 的 地 。

据统计，景德镇现有“景漂”超 6 万人，其中

有 5000 余名“洋景漂”。越来越多外来人

才的加入，给景德镇文化事业发展带来新

的气象。

建好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是景德镇发展

的重要目标。从历史中挖掘价值、在传承

中孕育新机，不断“激活”古老的陶瓷文化，

不断丰富文化遗产的时代内涵，需久久为

功、绵绵用力。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图①：明代青花地红彩折枝花卉纹葵

瓣式花盆。 汤 辉供图

图②：明代青花缠枝花卉纹扁壶。

汤 辉供图

图③：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中

的古作坊。 郑筱卿摄

图④：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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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土中从泥土中脱胎脱胎 在在窑窑火中淬炼火中淬炼

千年瓷都千年瓷都焕焕发发生生机机
汤汤 辉辉

景德镇见证了陶瓷手工
业发展过程中产品与技术的
进步，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瓷
业生产的相关遗迹，具有突出
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年来，景
德镇经历了从“陶瓷工业重
镇”到“文化创意之都”的转
型，探索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实践之路。

创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
绵绵不绝。据统计，景德镇现
有“景漂”超 6 万人，其中有
5000 余名“洋景漂”。越来越
多外来人才的加入，给景德镇
文化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气象。

近日举办的诸多关于漆器的展览，赋

予我们对历史悠久的漆艺新的思考视角

与解读方向。

“髹”与“修”同音，原指在漆器表面进

行涂覆的大漆生产工艺。漆树中蕴含的漆

汁经加工后成为“漆”，其乳浊的特性使得

一切涂抹在其下的物质都能被覆盖，使得

漆器具有温润的气质。“髹饰”，也因此具有

一种隐喻之美。修饰，是现代汉语常用的

词，而“髹饰”一词却不常见于日常生活。

良渚博物院举办的“不朽——大漆艺

术五千年”特展，将漆这一传统工艺美术再

次带回了它的原生地。对漆的运用是我国

先民早已熟练掌握的木料防腐技术。中国

是漆器的发源地。早在六七千年之前，浙

江余姚地区的河姆渡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漆

木器的制作方法。长江流域上古文明时

期，我国南方渔猎采集与稻作种植业的发

达为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河姆渡遗

址出土的木胎朱漆碗不仅有漆髹涂在木碗

表面，使其具备防水、防腐的特性，更是含

有朱砂彩漆，使漆木器有了灿烂的纹样与

色彩。长于髹饰、止于腐朽，成为中国漆器

的主要特色。

良 渚 文 化 时 期 ，漆 艺 趋 于 成 熟 ，其 工

艺 和 面 貌 与 现 今 所 见 的 漆 器 别 无 二 致 。

精美的漆鸟首、纹饰繁复的残漆盘，良渚

文化很多遗址出土的漆器实物都证明新

石器时代的良渚先民已将漆运用到了日

常生活以外的礼制活动之中。良渚文化

钟家港遗址出土的漆鸟首有着精良的雕

刻技艺，周身赤红的彩漆地上用黑漆勾画

羽丝纹样，彰显雄浑气魄。

杭州市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展

出了出土于临平玉架山的漆柄石钺。钺原

为征战中所使用的兵器，在漫长的文明演

化中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除漆柄石钺

外，迄今所见钱塘地区最高等级的良渚文

化聚落杭州桐庐小青龙遗址，还出土以彩

漆装饰木柲的玉钺。漆柄钺并非良渚文化

独有，屈家岭文化也可见到斧钺形礼器装

饰漆柲的实物。湖北荆州曾出土一件完整

的彩漆木柄，通体直长施百彩，近根部露黑

色 木 质 上 饰 白 彩 菱 格 纹 ，底 端 承 朱 漆 柄

托。漆柄斧钺的出土地点遍布长江流域文

化带，不仅证明这一时期地域文明高度发

达，更说明这一时期漆器已广泛运用于高

等级礼器的制作。

我国的漆器工艺发源于南方，在漫长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其 影 响 范 围 逐 渐 辐 射 多

地。此次良渚博物院的漆器特展中有一件

重磅展品，便是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

绘人物故事纹漆屏风原件。至迟到东周时

期，漆器已遍及南北方，两汉时期我国漆艺

已进入繁盛期。魏晋时期的漆文明百花齐

放。与北魏太和八年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共

同随葬的漆屏风，所画的人物故事来自《列

女传》等内容，画面主体人物生动明艳，几

笔便将人物细致勾勒描绘，艺术水平令人

赞叹。

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漆器的保

护和修复技术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扬州

博物馆近日举办的“‘髹漆’与共——出土

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扬

州工作站成立十周年文物保护成果展”就

展示了这一过程。扬州姚庄 101 号墓出土

的西汉彩绘云气鸟兽人物纹漆面罩是具

有地域特色的漆殓具。这种遮盖墓主头

部的漆面罩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各地

目前出土 30 余件。此次展示的这件漆面

罩出土时散碎成片状，不仅右侧器壁大面

积缺失，顶部及前沿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

撕裂。扬州工作站通过对这件漆面罩的

侧壁胎体补配、顶部胎体修补、表层漆膜

修复、内壁漆膜修复、外部彩绘修补、通体

整形等步骤，逐渐将残损的漆面罩复原，

成为现代科技支持下的文物考古新案例。

作为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

方面的重要发明，漆器从未远离人们的生

活。如今，对漆器的保护与研究不只是对

漆艺传统的传承发展，更是科技赋能考古

的有益探索与实践。

从未远离的漆器之美
石钊钊

王金庄坐落在山谷间。这个

自然村落包括 5个行政村，是河北

省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第

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2年，

河北省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王金庄亦在遗产中

心区。

石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关

键词。600 多幢明清建筑风格的

石 墙 民 居 ，2000 多 米 长 的 石 板

街，500 多条石砌小巷，还有随处

可见的石桌石凳、石碾石磨、石桥

石栏、石碑石碣、石井石窖、石槽

石臼……走进王金庄，人们仿佛

走进一个石头博物馆。

最重要的，当然是壮美的石

堰梯田。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属于典型的山地雨养农业系统。

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是缺土少

雨的石灰岩山区。“山高石头多，

出门就爬坡……”一首民谣道出

了王金庄人对自然环境条件的感

叹。为了生存，当地人从元代开

始“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创造了

向石头山要地的奇迹。经过不懈

努力，垒筑出长近 1.5 万千米、高

低落差近 500 米的石堰，围出总

面积 2768 公顷的梯田。规模宏

大的涉县旱作石堰梯田既是涉县

山区人民发扬“愚公精神”的写

照，也蕴藏着尊重自然、巧用自然

的农业智慧。

凭借世代累积的梯田修造技

术、农作物种植和管理技术、作物

抗灾和储存技术等本土生态知识

和生存智慧，当地村民培育出丰

富多样的食物资源。原本没有多

少物种能够生存的贫瘠之地，如

今却建立起了“种子银行”，成为

农业文化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一个典范。2021 年，在昆明市

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涉县旱

作梯田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 利 用 ”被 评 为“ 生 物 多 样 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之一。

正是当地百姓对自身所处环

境的精心呵护，以及在适应自然

环境中的智慧创造，才有了涉县

旱作石堰梯田这样独特而具有价

值的文化景观和社会形貌。中国

丰富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莫不如

是。如今，传统农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如何应对工业化、城市化以

及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挑战，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普遍课题。

2015 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带着一支研究团队，开始在

王金庄安营扎寨，希望与村民们共同探索出一条家园营造之路。在

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以普查的形式，让村民全面地

盘清家底，深刻理解石堰梯田的价值？

2018 年，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农民自发组织的“河北省邯郸

市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开始运作起来。他们成立了工

作组，翻山越岭，调查记录每一块梯田的历史与现状、每一种作物

的类别与品种、每一处地名的由来……由此，村民们开启了“重新

发现家乡”之旅。对梯田历史的敬畏，对先民们奋斗精神的认同，

深深铭刻在村民们的心里。

这次普查的结果，最终以文化志丛书的形式呈现。这套丛书记

录了王金庄 9 类地貌的 420 个地名，也展现了村落社会一整套冬修、

春播、夏管、秋收的农耕技术体系，以及从种子到餐桌吐故纳新的循

环周期。勤劳的王金庄人总是利用冬闲时节修田扩地，但这也是修

梯田最艰难的时候。“天寒地冻的严冬，每每清晨，石头上总被厚的冰

霜所覆盖，手只要触摸，总有被粘连的感觉……双手长满老茧，手上

冻裂的口子，经常有滴滴鲜血浸渗在块块石头之上，但人们仍咬牙坚

持修筑梯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参与普查的王金庄村民、

退休教师李书吉写下深情的感言。

唤醒人们对土地的情感，村庄发展才能拥有内生动力。孙庆忠

教授认为：“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助力现代乡村建设，为乡村全

面振兴蓄积着力量。”挖掘村落资源、记录梯田文化的过程，如一条纽

带，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与土地的情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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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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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涉县旱作石堰梯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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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村落资源、记录梯田文化的过
程，如一条纽带，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与土
地的情感联结

▲ 良 渚 文 化 钟 家 港 遗 址 出 土 的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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