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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炊烟升起，薄雾笼大地，一叶小舟，一张渔网，一段渔歌，描绘出运河
人家傍水而居的幸福生活。自古以来，泗州百姓与古运河相依相生，对这条自隋
唐以来汩汩不息的大运河充满感情。这种特有的运河文化深深植根于当地百姓
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为激活文脉资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在运河论坛上谈到，保护大运
河这份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运河贴近百姓，走进生活，服务大众的一种理念和文
化。文化，是依附于物质的生活，有着自身发生发展的血脉，有血脉才能生存生
长，而其血脉就在于当地百姓的生活之中。保护原有的文化血脉，让文物有机生
长，让文物古迹和现代生活和谐共存。

泗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法立说：泗州古运河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大运河
申遗项目，是隋唐大运河的活遗址，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一颗灿烂明珠。我们正
努力充实运河城市文化底蕴，培育运河城市文化精神，发展运河城市文化生产
力，秉承“运河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运河文化的载体”的发展理念，在传
承与发展中，建设一座当代的“运河名城”。

如今，运河故道的航运功能已然衰退，河面上没有了千帆竞发的情景，但是
仍然发挥着行洪、灌溉的重要作用。泗州人一直珍视呵护着这段河道，很好地保
存了许多闪亮的人文景观，如邓墩、鹿鸣山、永乐桥、虹灵沟、洋城湖、义井
等，当年运河漕运繁盛时期的风采都不曾真正远去，运河仿佛是一位从远古走来
的老人，沿路不断串联起千百年来的文化记忆和传统精神，泗州人不会忘记这条
汇聚了运河文化、陶瓷文化及泗州文化的河流，不会忘记那曲折的岸线，荡漾的
碧波，欣欣向荣的城市，古朴温馨的村落，曾经的繁华和今日的梦想。

品味遗存，触摸历史，人文脉远，运河水长，一幅磅礴的历史文化画卷正在
泗州人浓墨重彩地描绘下徐徐展开……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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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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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世界文化遗产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深入挖掘中国大运河和古泗

州文化内涵，展示中国陶瓷艺术魅力，由国家文保基金会、安徽泗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

海儒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研古瓷·忆运河·开新篇’暨当代陶瓷艺术家运河瓷研讨

会”在江西景德镇举行。

活动当天，冯林华、周国桢、彭竞强、徐庆庚、熊钢如、曾维开、涂序生、王怀俊、李

菊生、吕金泉等一批中国当代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展开了大运河与运河瓷系列大讨论。与会

者纷纷表示运河和陶瓷作为祖国的两大文明，后人理应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下去。

在千年瓷都举办本次研讨会可谓意义非凡，陶瓷艺术家围绕大运河文化从艺术角度出发

进行研讨、创作，以精湛的陶瓷艺术语言诠释蔚为壮观的大运河文明，深入挖掘大运河和古

泗州文化内涵，展示运河文化和陶瓷艺术魅力，为大运河申遗营造了浓厚的、良好的氛围。

安徽泗县表现出了尊重文化的自觉性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并且，以面向全球的视野与信心

发展一县之经济、文化。这与中国梦背景下的经济崛起、文化复兴相契合，实为新时期县域

发展的一个新探索。让我们走近泗县，感受其深厚的运河文化及人文魅力。

安徽泗县，古称泗州。据 《凤阳府志》 云
;

“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
流，地虽平旷，而冈垄盘结，山水朝拱，风气凝翠，形胜之区也。”这座有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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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历史的皖北水城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是大运河南北运输
的衔接点，更是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交汇点。由北而南过泗州，则是吴楚
之地、烟雨江南；由南而北过泗州，则是沃土中原、北国风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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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运河申遗项目，今年
&

月，中国大运河将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
察考核。隋唐大运河南宋之后逐渐废弃，目前只有泗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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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运河
故道还保持着隋唐大运河的原始风貌，依然是隋堤烟柳、百姓生息、河流
逶迤、村庄依依。泗州运河故道因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稀缺性，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考察评估的重点河道之一。

相传当年隋炀帝沿运河南游下扬州时，奢华之极。据 《开河记》 载：
“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于
是吴越民间女十五六岁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于龙舟御楫，即每船用彩缆
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嫩羊相间而牵之。……
时舳舻相继，连接千里，连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百里。”唐末五代词人
韦庄在 《河传·何处》 中亦有词为证：“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
茏。画桡金缕，翠旗高飐香风，水光融。春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
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

如果说隋时代的运河带给历史的记忆是封建帝王的奢华，那么，唐以
后的运河则是中国政治统一，民族、文化、经济融合贯通的一条主渠道，
直接孕育、推动了唐宋文化、艺术的兴盛和发展。古泗州在隋唐大运河中
不是一个可以一闪而过的码头，而是一个经济动脉的枢纽，更是一个唐宋
文化的舞台，诗词歌赋、工艺美术、戏曲宗教都曾在这里集聚、繁衍，留
下了封建鼎盛时代的诸多印记。

伴随大运河申遗工作的推进，大运河故道发掘了仕女拉纤陶瓶、汉代
绳纹筒瓦、板瓦、宋代帽骨簪、绿釉褐彩执壶、三彩兔座枕等一批具有较
高考古价值的珍贵文物，随着这些尘封地下的古陶瓷一一面世，沉睡了千
年的运河仿佛一夜之间穿越而来，抖掉历史的尘埃，迎接新的生命。在大
运河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中，人们找到了“仕女拉纤、纳黍行舟、泗滨浮
磬”等许多运河民间传说及典故的历史物证。

由此，发掘运河瓷、保护运河瓷、研究运河瓷、创作发展新时代的运
河瓷成了中国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正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在泗县运河论坛发言
时所说，保护文物的目的，不仅要传承传统文化，更要在传承中发展，在
传承中创新。通过发展创新再创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文化，才是保护文
物、继承传统的最终追求。

江南初夏，绿意盎然。一场以“研古瓷、忆运
河、开新篇”为主题的当代陶瓷艺术家运河瓷研讨会
正在热烈进行。

研讨伊始，主办方国家文保基金会和泗县共同指
出：泗州与景德镇在唐武德年间同期建制，这两个同
时诞生的城市将运河文化和陶瓷文化脉脉传承。这次
研讨会是一次运河文化和陶瓷文化的交融，是一次历
史与当下的对话。景德镇是制瓷圣地，而泗州大运河
用繁忙的漕运见证了中国各地名窑精品瓷器流通和出
海的历史。

据史籍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可见早在汉
代就已开始生产陶瓷。宋景德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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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宫廷
诏令此地烧制御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景德镇
因此而得名。自元代开始至明清历代皇帝都派员到景
德镇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窑，创造出无数陶
瓷精品，尤以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四大名瓷著
称于世。”陶瓷把景德镇与世界紧密相连。景德镇是
陶瓷艺术集大成者，正如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 中所
说：“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景德镇也是由于
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发达的水运而在众多窑口中脱
颖而出。田余庆在 《运河访古》 中提到的“海上‘丝
绸之路’”：“唐宋……时期的丝绸工艺、陶瓷制造
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
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物鉴定站研究员李广宁在研讨会上首
先介绍了运河与陶瓷的文化之缘：泗县出土大量丰富多彩的各地各时代的瓷
器，是大运河泗县段作为古代交通命脉的见证，也反映出唐宋时期泗县经济
的繁荣与辉煌。景德镇及各窑口的瓷器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联通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造就了“中国”的英文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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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艺泰斗、著名陶瓷艺术家周国桢教授指出，大运河是流动的文脉，
作为古代的“高速公路”，它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流动和交换，当代人应当铭记
这条运河。举办这次活动说明了主办方站得高望得远，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
重视、继承、创新和发展。

景德镇陶瓷学院党委书记、著名陶瓷艺术家冯林华认为：在中国梦背景
下，经济崛起、文化复兴是当务之急。大运河承载着陶瓷文化，陶瓷文化体

现着运河文明。尊重这段历史，挖掘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
史，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将弘扬历史，开创陶瓷文化的
新纪元。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著名陶瓷艺术家熊钢如说，大运河
是历史的河流，也是科学技术的河流。安徽泗县的隋唐大运
河“活遗址”弥足珍贵，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触手可及。泗县
对于文化的尊重，给我们很大触动，我们将加强交流合作，
努力促进运河文化与陶瓷文化的交融、发展。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著名陶瓷艺术家李菊生激动地说：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陶瓷史，陶瓷也见证了中国运河史。今
天我作为陶瓷文化后继之人，与运河滋养长大的泗州儿女欢
聚一堂，共同探讨陶瓷与运河文化，感慨万分。我们匆匆忙
碌的人生与运河邂逅，不由得发出牵动灵魂的感叹。历史虽
已远去，但遍布历史遗迹的大运河，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

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书记、著名陶瓷艺术家吕
金泉说：“水运是瓷器南北运输的主要方式，瓷器散落在河
中并保存下来，是古代南北物资交流的有力佐证，大运河为
南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也成为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主
要渠道。”

彭竞强、徐庆庚、曾维开、涂序生、王怀俊等著名陶瓷
艺术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纪峰、武凤金、徐文强、赵中
良、吴墨、余学凡、程子风等艺术家共同参加了本次会议。

泗县县委书记王娟在答谢发言时说：研讨会站在历史的
高度，从陶瓷艺术的角度探讨大运河的文化魅力，并深入挖掘大运河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贯穿泗县全境的隋唐大运河，与
散落其中的精美瓷器，共同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
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
文明的瑰宝。作为文化的薪火传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传承、创新、
发扬运河文化、陶瓷文化，让它们共同开出绚烂的艺术之花。

人文脉远 运河水长
———写在当代陶瓷艺术家运河瓷研讨会闭幕之际

余新江 王清芬

陶瓷艺术家周国桢和冯林华研究运河出土文物

大师联合创作瓷板画 《春满泗州》

运河出土文物 张帆、王娟、吕金泉、熊刚如在研讨会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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