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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梓

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桑 梓

瓷，自汉走向成熟，兴于唐宋，是一
张“中国名片”。色彩斑斓的方寸之间，映照
着中国先民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古诗词里
尽是瓷器的风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
走”，讲的是瓷都之盛；“世上朱砂非所拟，
西方宝石致难同”，写的是瓷质之珍；“雨过
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赞的是釉
色之美……

回顾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唐朝将窑
火温度提升至 1000摄氏度以上；宋朝发展
出“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元朝引入
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材料；明朝让青
花、五彩等釉色风靡开来；清朝则用西方
的珐琅彩料绘制瓷胎……古代制瓷匠人从
未停止前进脚步。现在市面上琳琅满目的
瓷器，并非生来华丽。风华绝代的背后，

是几千年水与火的淬炼。
陶瓷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播的世

界性。曾在印尼发现的一艘中国唐朝沉船
上，瓷器有6万多件，足见其在当时国际贸
易与文化交流中的分量。时至今日，在国
外很多博物馆中，依然能看到中国瓷器的
身影。历史上，在获取了中国瓷器原料和
制造技术相关知识并加以创新后，欧洲的
制瓷工业迅速崛起。

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尤其是
精密化工和精密控制技术的发展，固守传
统、创新不足成为中国陶瓷发展的瓶颈。
在全球层面，产量虽居首位，叫得响的
陶瓷品牌以及“爆款”产品却不多。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认识到创新的
重要性。比如，在福建德化，匠人将冬奥
精神融入传统工艺，设计出网络上流行的

“冰墩墩”摆件；在江西景德镇，现代画师

逐渐跳出人物、花鸟、福寿等传统图案，点
缀西方抽象画元素；还有不少企业引入
3D 打印技术，让陶瓷材料拥有更丰富的
纹样。

值得关注的是，眼下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也为中国陶瓷提供了新机遇。从家庭
手工作坊到电商产业化发展，由线下销售
到线上直播带货，不少企业搭乘电商快车
完成蜕变，焕发新生气。

伴随陶瓷市场不断扩大，新材料日益
推广，对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
芯片封装、通讯电子等高科技领域应用广
泛，且具有不同磁、电、光、声性能的新型
陶瓷材料需求会水涨船高。期待中国陶
瓷紧紧抓住时代发展机遇，不断增强创
新能力，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创造新
的时代之美。

传统陶瓷焕新颜

今天，陶瓷生产更有科技范儿。
数十条白色的纹路，缠绕、弯折、向上，犹如枝蔓

生发。乍一看，眼前器皿上层层叠叠的褶皱，仿佛是石
膏或塑料制成。其实，这是一件实打实的陶瓷作品。

“这是 3D 打印出来的陶瓷花盆！”同鑫陶瓷有限公司
智慧制造中心负责人黄全德介绍，以前的陶瓷花盆多为
圆形和方形，现在借助3D打印，硬、脆、易碎的陶瓷材
料得以更好切割，造型设计的自由度更大。

同鑫陶瓷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德化以“白如
雪、明如镜、润如玉、透如绢”的白瓷最负盛名。乘新技术
东风，县里许多传统日用瓷企业焕发新颜。

“小时候在陶瓷厂里玩，不论穿什么颜色的鞋子，一
趟下来全白了。”黄全德记忆中的陶瓷厂，遍地白色瓷
粉，墙面被窑火烧得黑黢黢。2016 年起，同鑫陶瓷进行
工业升级，引进8条烧成窑炉、20条自动上釉生产线、多
台陶瓷3D打印机等设备。厂房干净了，产能提高了，在
成型滚压工艺环节，1人就能完成以往16个人的工作量。

今天，陶瓷制品更健康。
“别看外观就是一个普通的陶瓷盘子，它的表面其实

有一层薄薄的银离子层。”谈起公司自主研制的“自灭菌”
技术，重庆锦晖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稷一满是自豪。

潮湿环境是细菌的温床。锦晖陶瓷历时3年、经上千
次实验，研制出“自灭菌”陶瓷，可有效抑制附着在器皿
表面的细菌。该技术对幽门螺杆菌的杀抑率达87.65%，对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5种细菌杀抑率在95%以上。

张稷一对记者算了笔账：“我们的陶瓷盘经过500次破
坏性酸蚀检测，杀菌效果仍然显著，相当于家庭用清水
洗涤 10 万多次。按一日三餐、一年 365 天计算，使用寿
命可达91年以上。”

今天，陶瓷应用更加广泛。
无人质检室里，黄、白、蓝三色光噼里啪啦地交错

闪烁。凑近一瞧，一个个微型元器件密匝匝地排列在圆
形转盘上。只需1秒，每个零件的电性能测试数据实时传
输至企业后台……

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湖南省美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这里生产的不是普通陶瓷，而是特种陶瓷。

什么是特种陶瓷？区别于以天然矿物为原料的普通
陶瓷，特种陶瓷以氧化物、氮化物等人工合成粉体为起
始材料，在磁、电、声、光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能。它能“上
天入海”，在机械、光纤、军工、航天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被称为“中国特种陶瓷之乡”。
这座山沟沟里的县城，交通不便，没有盛产瓷土的天然
禀赋，但历经几十年发展，孵化出美程陶瓷、鑫星电陶两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新化电子陶瓷
年产值达170亿元，年出口额稳定在4000万美元以上。

“几千年来，中国人离不开陶瓷。陶瓷是一个生命力
很强的市场材料，它可以随着技术进步不断迭代，适应
人类社会发展新需求。”鑫星电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曹建平说。

求变求新闯难关

千年陶瓷，如何重焕生机？答案在“创新”。
创新，难在跟上市场需求。最初，鑫星电陶的产品只有

单一的陶瓷气体放电管。后来由于政策调整，陶瓷气体放
电管成为被淘汰的禁用品。一时间，企业陷入倒闭边缘。

“市场上突然没有客户需要这款产品了。”曹建平回忆道。
怎么办？唯有求变。鑫星电陶把目光转向温控器。

彼时，日本企业在温控器陶瓷壳体的制作技术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鑫星电陶埋头钻研，研制出整体热压成型四
角壳体技术。与日本原先分体制作再粘接技术相比，鑫
星电陶的新技术优势明显：工艺产品质量一致性更强，
成本管控更合理。

“现在不光有温控器，还有金属化陶瓷基片、卫浴阀
片、石英晶体谐振器等产品，种类丰富多了。”曹建平说。

技术难关，是横亘在创新路上的又一道沟壑。“‘自灭
菌’陶瓷在2021年初就有了第一批实验室样品，却迟迟未
量产，就是因为颜色这个问题。”张稷一说，配方一变，釉
色的美观度打了折扣：有细密颗粒感的“陨石黑”变为发乌
的灰色，艳丽的“辣椒红”也似掺了水，变成稀疏的淡红色。

如此一来，所有的釉料配方都要打破重置。“瓷的气
韵，就是在高温之中也能保持坚韧。”看着窑火淬炼下的
瓷器，张稷一告诉自己，耐不下心，就成不了形。随
后，技术团队用了近3年时间反复试色。浅了，就一遍遍
调；深了，再一点点校。最终，团队还原出每个釉色的
最佳效果，于今年9月实现“自灭菌”陶瓷量产。

在同鑫陶瓷有限公司，创新还体现在思维的转变。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打样报价、生产安排、标准运营等
事务剧增，光靠人工管理已捉襟见肘。2021 年起，同鑫
陶瓷探索数字化转型，购置 ERP、MES、WMS 等软件。
不过，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工厂里有很多老师傅，凭经验和感觉干了半辈子，
在陶瓷工艺上是‘大拿’，而面对电脑和数据犯了难，一
部分人不愿尝试新事物。”黄全德说。

“对企业来说，设备、软件、服务都能买，人的旧观
念却最难改造。”黄全德介绍，当时公司上下一遍遍学，
一点点磨，老员工也慢慢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通过数
字化转型，同鑫陶瓷的生产周期大幅缩短，从原来 45天
缩短到30天以内。

扬帆出海续荣光

瓷，在英文里和“中国”同音。千百年来，中国瓷随
商船远航，“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如今，中国瓷以全新
面貌扬帆出海。

今年 4 月，第 13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馆迎
客。景德镇陶瓷、德化白瓷、醴陵陶瓷等知名品牌纷纷
亮相。不少外商和嘉宾在精美的陶瓷产品前驻足观赏，
并与展会现场的商家洽谈合作。在本届广交会上，仅湖
南省醴陵市61家日用陶瓷企业的线上线下成交额就达4.3
亿元。

“在工艺方面，我们有底气。国内日用瓷的设计水平、
配方能力和文化底蕴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先。”张稷一说。

中国古瓷世界闻名，现代瓷企如何续写荣光？各家
企业有自己打造品牌的“心法”。

品牌出海，名声必须“叫得响”。“上世纪末我们刚起
步时，网络不发达，每到一个地方只能翻电话黄页本，
用这种笨办法开拓市场。”提及过去，曹建平仍历历在目。

“拉客户太头疼了，我们主动出击，鑫星电陶是新化
县第一个走出国门参加会展的陶瓷企业。”1998年，鑫星
电陶首次参加国际会展，次年便成交了第一笔外贸订单，

“只有500美元，但那时高兴坏了。”曹建平说。
尝到甜头的鑫星电陶继续利用会展拓宽品牌影响

力。现在，鑫星电陶是广交会、慕尼黑电子展等国际展
览的常客，外贸订单占公司业务的20%，特种陶瓷远销美
国、俄罗斯、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地。

品牌出海，还要“卖得俏”。“同鑫陶瓷刚开始走了一
些弯路。公司外贸部的同事绞尽脑汁，希望将更多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案、颜色、器型供外方选择，结
果一个都没被选中。”黄全德说。

是不是中外审美有差异？翻阅历史，曾畅销海外的
中国瓷中，“纹章瓷”印有欧洲贵族、都市、团体的徽章，

“缠枝纹”则源自伊斯兰文化。原来，中西融合是条路子！
“我们选了一些国内少有人问津的款式给对方，没想

到外商非常喜欢。”黄全德介绍，此后同鑫陶瓷的设计更
加注重结合当地文化和生活习惯，并专门派设计师到海
外花卉和家居市场调研。如今，同鑫陶瓷生产的花盆已
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陶瓷”闯出“大市场”。中国是陶瓷生产大国，年
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中国
陶瓷产品出口量为 1548万吨；中国工业陶瓷产值规模目
前超 1500亿元。无论是巧夺天工的展陈瓷、日常生活的
家居瓷，还是科技感满满的特种陶瓷，中国陶瓷产业正
加速提质升级，在千年窑火中淬炼新生。

科技赋能、数字转型、远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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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瓷”闯出“大市场”
本报记者 吴雪聪

提到瓷，你会想到什么？
也许是古老的手作场景：土坯旋、红炉炽，敲打、风干、火炼等程序依次展现；
也许是瑰丽的传世文物：莹如玉、触生温，青花、粉彩、薄胎等技法争妍竞艳。
千年之后，中国瓷业已突破人们的传统想象。5G基站、航天通信、医药卫生、新

能源汽车……陶瓷新材料的身影频现众多高科技领域。现代化的瓷器工厂里，大
大小小的机械臂、自动化的流水线、数字不断滚动的智慧大屏，构成一道道新的风
景线。瓷业不单是“泥与土”的艺术，更是“光与电”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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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晖陶瓷有限公司研发的“自灭菌”陶瓷产品。 受访企业供图

▲ 美程陶瓷科
技有限公司内，员
工在制作特种陶瓷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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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客人到
同鑫陶瓷有限公司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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