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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乡村非遗

见

艺苑

行业动态

大师风采

●许海君 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第二届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2001）、中国当代杰

出陶瓷艺术家、陶瓷设计大师，共和

国红色钧官窑亲历者、见证者，中国

陶瓷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李海峰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

陶瓷烧成工程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第

四届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奖一等奖获

得者，中国收藏家最喜爱的陶瓷艺术

大师，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侯傲磊中国传统技艺名师、助

理工艺美术师、陶瓷烧成行业高级

工。“中国牛”陶瓷设计创作大赛金奖

获得者，作品“观音之乡”外观设计获

得国家专利局授权。

●蒙春豪 河南省玉石雕刻艺术

大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十大新

秀，镇平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工艺

美特聘教师，作品多次获得大奖。

●晋文龙工艺美术师，晋家钧窑

第三代传承人，师从其父晋晓瞳等。

秉承古法，理念创新，作品简练生动，

釉色继承了晋家釉彩厚重含蓄、包罗

万象的特征。

七千年仰韶走进新时代

陈连义 艰辛跋涉 探秘北宋官窑

《中国陶瓷史》论述北宋官窑
有三个观点，一是北宋官窑不存
在；二是北宋官窑在开封，被黄河
泥埋没；三是北宋官窑在汝州。

一直以来喜欢北宋官窑文化
的陈连义看到相关报道后陷入了
思考，社会及一些专家对官窑有
争议，对弘扬官窑文化非常不利，
这将可能成为北宋官窑迟迟发展
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怎么办？经
过反复思考，陈连义决心放下所
有，开始探秘北宋官窑文化。

河南宋宫汝瓷

宝丰汝窑国际文博会受青睐

舞阳贾湖陶应邀参加第四届中国名陶展

禹州神垕砂锅

核
心
提
示

发现与发掘发现与发掘
命名仰韶文化厘清遗址的文化内涵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部7公里

的仰韶村南边，背靠韶山，地势北高南低，是

一块东西南三面环沟的半岛式台地，总面

积3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4米，是国务院

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仰韶村遗址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和中国学者刘长山调查发现的，从1921年

开始，共进行过4次发掘。

1921年10月27日，仰韶村遗址进行

了首次发掘。出土文物包含陶器、石器、骨

器等，经确认是中国远古文化遗存。按照

国际考古学惯例，这段远古文明以首次发

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当时出土的彩

陶纹饰具有鲜明特点，又名“彩陶文化”。

这次发掘，掲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宣

布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理论的彻底破产，打

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填补了中国远古

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由此，“仰韶文化”

成为中国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

村遗址，也被誉为中国的“考古圣地”。

1951年6月28日，考古学家夏鼐主

持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

次出土的器物有仰韶文化陶片，也有龙山

文化陶片，由此证明,仰韶村遗址是一处

包含着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的遗址。

1980年 10月至1981年 6月，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和渑池县文化馆联合，对

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将遗址自下

而上分为四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

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河南龙山文化庙底

沟二期类型和三里桥类型。

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由省考古

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和渑池县文物考古

单位共同实施，从2020年 8月 22日开

始,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房址、墓葬、灰坑

葬、窖穴、壕沟、冲沟、灰沟和道路等，出

土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其

中比较重要的是仰韶时期玉钺残片及陶

塑。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红烧土草拌泥、

类似“水泥”的混凝土和“涂朱”的墙壁地

面等，为研究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技

术提供了新材料，反映出仰韶村极有可

能存在高等级、高规格的大型房屋建

筑。此外，土方量巨大的仰韶文化壕沟

反映出仰韶村遗址在仰韶文化时期人口

众多、聚落发展繁盛，为多学科多技术研

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填补了

仰韶村遗址近百年来多学科研究的空

白，对进一步认识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

涵、各期遗存的分期及年代，完善聚落布

局、功能分区、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探究

豫西地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和文明化进

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利用
惠民仰韶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

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仰韶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再次“火”出圈，累计接待游

客1.1万人次，相关短视频在抖音等平台累

计点击量189.4万，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渑池县将仰韶文化融入项目

建设，持续加大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力度，采用点、线结合的形式，将仰韶文化

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展

示区等景点串联起来，突出展示仰韶村文

化遗址考古成果的纪念性、遗址展示的真

实性以及遗址环境的完整性。经过近两

年的努力，目前，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已

经建成并开放，仰韶文化博物馆陈列展提

升工程正在紧张进行中。

在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游客可以登

高远眺，感受绚丽的彩陶和厚重的历史足

迹,也可以观赏各式各样的仰韶时期人物

动物雕塑，参与探宝等体验游戏。而夜晚

的遗址公园更显璀璨，树形灯、轮廓灯、彩

陶纹饰立柱灯等造型各异，歌曲、舞蹈、木

偶戏等大型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传承与创新传承与创新
唤醒仰韶文化实体虚拟文创走红

如今，走进渑池县城，街头、公园里随

处可见以仰韶文化为主题的灯柱、座椅、

文化墙、地标物和城市景观雕塑，5000多

年前的时空信息扑面而来，唤醒了人们对

仰韶文化的记忆，使渑池人民越来越具有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县域龙头文化企业河南仰韶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紧抓“百年仰韶”机遇，汇集了来自

全国的1921件代表不同时期文化的彩陶作

品进行集中展示，达到“看彩陶，到渑池，就

够了”的目的，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由渑池县委宣传部制作的仰韶文化主

题表情包于2020年7月3日正式上线，并广

受追捧。此套表情包以在渑池县等地出土

的仰韶彩陶为主人公，借助动画创意，融入

吉祥寓意，贴近日常生活，形象生动有趣，

适用于各类聊天场景，是全国为数不多的

由党委部门发布的以城市文化宣传为主

题的表情包，生动展现了渑池县作为仰韶

文化发源地的地域特色和独特魅力。

作为仰韶文化的发祥地，渑池县以

“仰韶”命名了一系列地理标志产品，比

如：仰韶酒、仰韶大杏、仰韶贡米、仰韶牛

心柿、仰韶柿饼等；旅游资源也以“仰韶”

命名，比如：仰韶大峡谷景区、仰韶仙门山

景区。据不完全统计，以“仰韶”冠名的产

品多达七八十种，涵盖了生产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渑池县依托仰韶文化城市名片，坚持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渑池特色的文化项目、

文化品牌和文艺精品，加快推动渑池县由

文化资源大县向文化名县迈进。（本报记

者郭明瑞通讯员古俊锋邓志伟）

位于禹州市西南30公里的箕山

山脉东南端边缘的神垕镇，境内有丰富

的陶土、铝矾土、紫砂石等矿产资源，禹

州神垕砂锅的传承制作地就是该镇槐

树湾村。选用当地特有的一种黏土

“白杆子土”，烧制出的砂锅通体呈乌

黑色，有淡淡的金属光泽，表面带有细颗

粒的磨砂质感，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

禹州神垕砂锅制作起源于清朝咸

丰年间，最早由侯二太等人在外地拜

师习得，并将此项技艺传给侯花儿。

民国时期，侯周、侯要师从侯花儿学习

砂锅制作技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

开放，侯景炎等在生产队师从侯周、侯

要传承砂锅烧制技艺。改革开放至

20世纪末，侯景炎创立“裸烧”砂锅

窑，至今已经有近50年的烧制历史。

21世纪初至今，侯景炎的长子侯非跟

随父亲学习砂锅烧制技艺，并不断进

行技术改良与创新。为推动“裸烧”技

艺的传承，不断丰富烧制砂锅的品种

和样式，侯非开始招收学员，培养新生

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禹州神垕砂

锅从百姓使用的储藏器，成为日常炊

煮器。

禹州神垕砂锅制作技艺为禹州市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

前已传至南阳、平顶山、开封等地市，

不仅宣传了禹州深厚的传统文化，还

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扩大了就业渠

道。外地游客来到禹州，竞相订购神

垕砂锅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禹州神垕砂锅制作工艺：

1.选土配料。选用当地特有黏土

“白杆子土”。

2. 制坯成型。先将特制的磨具倒

扣在铸铁的陶轮上，再将和好的陶泥

放在磨具上，然后边蹬陶轮下部的铁

圈使其快速转动，边用手和木质工具

均匀拍打磨具上的陶泥成型。

3. 自然风干。待坯体成型后从模

具上取出，让其自然干透。

4. 主窑烧成和地窑焖烧。先用主

窑烧，待砂锅烧熟之后挑出放入旁边

的地窑，经过1个多小时还原焖烧，得

到颜色浑厚的深黑灰砂锅。（郝晓静）

河南宋宫汝瓷坐落于汝州市宏翔大

道北段1038号，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

旧址，是承载众多汝瓷人梦想的摇篮。

进入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

树成荫和各种盛开的鲜花，宋宫汝瓷

产品展示厅就坐落于花团锦簇之中。

展示厅约300平方米，形象墙上方悬

挂着李苦禅老先生为汝瓷厂的题词：

“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

也。”各种汝瓷产品琳琅满目，南墙博

古架上摆放着各种花器，东墙桌台摆

放着各种茶器，形象墙摆放着各种玉

璧和香器，西墙博古架摆放各种中高

端手拉坯作品。展示厅北区为精品

区，摆放着张玉凤老师发明专利——

仿古天青釉制作的各种宋代汝官窑器

型作品，如梅瓶、莲花温碗、弦纹尊、水

仙盆、三足洗等。 （张玉凤）

陈连义翻阅大量的书籍，走访各大

窑区，拜会众多大师、学者和专家，并一

次次亲自烧制，终于对官窑文化脉络清

晰明了：北宋官窑主要是为江山社稷服

务，堙祀昊天之神，以达国泰民安、天人

合一、万物和谐相生之目的。

陈连义从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

获悉：“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

窑。”此证明，北宋官窑置窑的时间是北

宋宣政年间，地点为现在的开封，指挥烧

造的人物为皇帝宋徽宗。

陈连义从《宋史》了解到，宋徽宗下

定决心进行礼制改革，提出了按照三代

祭祀礼器改造，并做出“考其制而尚其

象”的改制要求。徽宗皇帝深知“安上治

民，莫善于礼”，于是亲自下诏指挥，以贵

诚之质而荐飨天地、护国佑民，体现了他

的格局之大“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

典”，并且目光长远“庶几先王，垂法后

世”。这才是北宋官窑的核心价值。

陈连义梳理了历代书籍对官窑明确

的记载，如：（北宋）张耒诗句：“碧玉琢成

器，知是东窑瓷。”（南宋）叶寘《坦斋笔衡》

辍耕録本，卷第二十九《窑器》：“中兴渡

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

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

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

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元）

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三：“贡篚银貂金

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明）高濂《燕闲

清赏笺》：“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

灰色。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

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官瓷重楷模，

精华四海萃。”（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

编拾补》卷三二：“比裒集三代鼎、彝、簠、

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立于

《图》，考其制而尚其象。”

北宋官瓷以三代礼器为楷模，外观

釉色粉青，圆润如玉，似淡而实美。自称

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对道家文化深

爱有加，北宋官瓷的釉色粉青即是道家

所说的“上清”，代表的是徽宗皇帝在改

革礼器时对昊天神祇的虔诚和敬畏，祈

求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相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形

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是故法象

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备物致用

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

人立象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

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

神。”可见，“象”在“器”中的核心功能，

“制器”不是简单的“尚象”，而是通过观

物取象，实现自然物向人物的转变，立象

尽意，格物致知，知往见今，达成上通民

声下达神意以及凝聚与威慑人心的功

能。故制器是人们请求自身生存、发展

的重要内容，是以自然之道达到天人合

一、万物和谐相生的目的。北宋官瓷礼

器即是如此，“物”与“象”以外观与内涵

相统一，是文创北宋官瓷的精髓。

陈连义认为，创作北宋官窑时要达

到表里如一，不但要有精美的外表，紫口

铁足、龟背片、鳝血纹、釉色粉青、圆润如

玉、攥之出油，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只有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质和

精神需求，才能与时俱进。这样的北宋

官瓷才是精品，才能被广为流传。

北宋官瓷堪比黄河文明中的一朵奇

葩，创作出更好的官瓷文化作品，还需要继

承宋徽宗“革千古之陋”的创新精神、“成一

代之典”的格局精神、“断之必行”的刚毅精

神，以及“庶几先王，垂法后世”的胸怀和长

远目光。 （本报记者郭明瑞文/图）

9月23日~27日，第十七届国际

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宝

丰县君子汝瓷、大宋宫廷汝瓷和宝丰

县汝瓷研究所等单位携百余件汝窑作

品精彩亮相河南馆。

展会期间，宝丰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副县长王浩来到汝窑陶瓷展示区

参观指导，鼓励参会企业利用好参展机

会，多走多看，向工艺品同行学习。

据悉，本次文博会通过模拟线下

文博会场景，将6个展馆展览内容在

云上平台进行同步展示，线上同时增

设互联网馆和“一带一路·国际馆”。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李赛楠）

9月26日，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四大名陶展在重庆

荣昌区国家级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

幕。展览时间为9月27日~10月7日。

舞阳贾湖陶应邀参展，作品名称

《贾湖古陶》，采用9000年前贾湖遗

址出土的双耳壶元素，在陶器的表面

肌理上进行艺术创作，材质为舞阳沙

澧河沉淀澄泥加沙，由手工拉坯成

型，柴窑氧化火焰烧制而成。作品呈

赫红色，喇叭口，石榴仿生肚，正视像

花器，侧视似储钱罐，俯视像石榴，最

有意思的是颠倒正视，则酷似贾湖古

人头像。

据悉，来自全国各地的荣昌陶、宜

兴陶、坭兴陶、建水陶、广东石湾陶、贵

州牙舟陶、舞阳贾湖陶、洛阳三彩陶等

共计8类陶种列阵亮相，这也是中国

陶瓷工业协会首次召集8类陶器“开

会”，让人们领略祖国陶文化的独特魅

力，向10月1日国庆献礼。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王亚东）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

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柴

战柱创作的《孔雀开屏》，入选世界技

能博物馆。

世界技能博物馆将于2022年10

月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

间同步建成，这是全球第一个致力于

展示职业技能的博物馆。

《孔雀开屏》采用焦作当阳峪村后

山黑、白原矿高岭土，用上千条黑白泥

条相间纯手工编织而成，花纹以羽毛状

有序排列，复原了宋代绞胎瓷的原貌。

纹饰表里如一，内外相通。柴战柱曾为

其作诗：“黑泥白泥两相依，织得羽毛翩

翩飞。神秘窑火炼成器，宋代御用藏朱

门。”（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杨帅）

中国国际精品陶瓷展汝州汝瓷获多奖项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河南喜获1金2铜

9月25日，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

第16届中国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

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2021中

国旅游商品大赛获奖名单同时揭晓，我

省选送的参赛商品喜获1金2铜佳绩。

我省共征集商品百余套，初选评比

后15套商品被送去参赛，最终，九头仙

艾艾制品衍生系列获得金奖，留福花瓷

旅行茶具和廷怀活态瓷酒具获得铜奖。

本届大赛有423套、3651 件商品

参赛，共评选出金奖15个，银奖30

个，铜奖60个。（本报记者郭明瑞）

9月19日，国内陶瓷行业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的综合性展览会——2021

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汝州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组织13家汝瓷企业参加本次展会。

据悉，本次参展汝瓷作品上千件，

其中包括参加第十届“大地杯”中国陶

瓷创新与设计大赛的39件大件手工

作品。汝瓷凭借润泽的釉色和优美

的造型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

特等奖4个、金奖12个、银奖9个。汝

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本次展会中

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赵俊璞）

柴战柱绞胎瓷作品入选世界技能博物馆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
年。

百年来，中国和世界见证了仰
韶村遗址的变迁，也见证了仰韶文
化从史料遗迹走向人民大众的艰
难历程和取得的卓越成就。

本版统筹郭明瑞电话：13103841205（同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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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义正在创作官瓷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