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今有1400余年历史的鲁山花瓷，

在唐玄宗时期曾为宫廷御用瓷，由于历史

变迁等原因，鲁山花瓷的烧造延至晚清，

渐次繁华落尽。

2006年，鲁山段店古瓷窑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六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当年，

参过军、当过教师、开过铁矿的王群成决

定转行投身于鲁山花瓷的复兴事业中。

自古毗邻宛洛古道的鲁山县段店村，

地下有丰富的煤田，地表多矾土，制胎的

原料、用水，烧瓷的燃料均可就地取材。

自此，无论严冬还是酷暑，王群成每天都

早出晚归，跑到段店村拾捡老瓷片，认真

研究其成分。他翻过从背孜乡到梁洼镇

百公里间的山山冈冈，寻找原料；到访全

国其他瓷器产区，寻求配方；到北京、郑州

等地请教陶瓷专家，以寻求理论支撑；到

汝州、禹州等地请师傅，试制试烧……

王群成倾其所有，投资1600多万元

建设鲁山花瓷传承基地，带领技术攻关团

队经过无数次试验，2014年，失传多年令

他魂牵梦绕的唐代花釉瓷黑地、淡蓝和乳

白斑花一器三色终于复现眼前。

“黑釉蓝白一火成，神钧开颜花千

形。”在复原传统器型之后，王群成又不断

创新，赋予陶瓷器型新的时代特征。在他

创办的公司——中国河南尧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展厅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花瓷

作品：刻有“一份责任、一种态度、一种情

怀、一个标杆”字样的笔筒精美绝伦；将千

年银杏叶和鲁山桑蚕叶烧制在瓷器上制

成的“唐钧木叶器”惟妙惟肖；孔雀蓝茶具

兼具艺术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

王群成拿起一只酒杯，介绍其为公司

新近研发的鲁山花瓷新品种——有“能量

瓷”之称的含有十几种矿物质、能改善酒

的口感，对人体十分有益的黑瓷酒具。

一件件花瓷作品见证着王群成的努力

和付出，也让这位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山花

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实至名归。2015年，其

作品《长颈天球》《浮雕花浇》《洋洋得意》分

别荣获第四届东方韵国际陶瓷博览会银

奖、首届中国（苏州）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金奖。

2016年，其作品《鲁山花鼓》荣获第二届中

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银奖。2019年中

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献礼建国70周年”

创作创新大赛中，作品《中华富强鼎》获传

承创新奖，《斗南一牛》《太白樽》分别获大地

奖、一等奖，同年，河南省献礼建国70周年

陶瓷艺术家作品展中，其作品《辉煌中华

鼓》获特等奖……王群成先后被评为鲁山

花瓷、中原陶瓷行业领军人物，获得河南省

陶瓷文化产业十大影响力人物称号，荣获

中国陶瓷文化传承推广贡献奖。

本着“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

弘扬华夏文明”的宗旨，致力于鲁山花瓷

的复原和创新，尧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

拥有尧神古窑4座，研发生产花鼓、梅瓶等

传统器型300余种，“能量瓷”茶具、餐具、

酒具系列30余种，文房用具10余种。其

中“唐钧木叶盏”和“能量瓷”一起获国家

专利。公司出品的花鼓、浮雕花浇、梅瓶

等被评为“十佳中原贡品”，“尧神古窑”被

省陶玻协会命名为“中原名窑”，各类产品

新奇典雅，古朴华美，千姿百态，深受国内

外商贾和藏家青睐，已远销北京、上海、广

州、台湾和欧美等地。 （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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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展销 宝丰汝窑瓷博会上引关注

在近日举行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

览会上，宝丰汝窑陶瓷展品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的目光。从传统到创新，从艺术

到实用，温润典雅的宝丰汝窑因其文化

底蕴，成为此次展会上的流量担当。

博览会期间，线下营销与线上带货

深度融合，拓宽了宝丰汝窑陶瓷产品的

销售渠道。截至目前，参加展会的宝丰

汝窑陶瓷企业已经售出百余件（套）汝窑

陶瓷精品，销售额约20万元。（李赛楠）

10月19日，天工玉石雕刻作品展

南阳区域初选在镇平举行。

天工玉石雕刻作品展是国内珠宝

玉雕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盛会，自

2013年，镇平县每年“十一”黄金周前后

组织南阳区域初选，从中发掘玉雕创新

人才。本次从众多报名作品中共筛选

出68位玉雕大师及玉雕从业者的120

多件玉雕精品参加初选，最终选出19件

玉雕精品代表南阳地区赴北京参展。

部分作品入选11月中旬中国国际珠宝

展期间举办的典·镇平玉雕实力派艺术

作品展。该艺术作品展以“典”为引，是

镇平玉雕深厚文化底蕴和高超技艺水

平的映射。

活动现场，还将为镇平县玉雕行业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举行颁奖

仪式。 （李青凡）

禹州钧瓷 国际精品陶瓷展获多项大奖

在近日举行的2021中国（北京）国际

精品陶瓷展览会上，禹州市大宋官窑、星航

钧窑、金鼎钧窑等十余家钧瓷企业携精选

展品数百件参加展览，并参与第十届“大地

奖”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的角逐，共有

20余件作品荣获特等奖和金奖。

本次展会共有来自河南禹州、江西

景德镇、山东淄博等20多个陶瓷产区

的550余家企业参展，是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档次最高的综合性展会。 (许乐)

汝州汝瓷
中国陶瓷产业设计大赛拿回17个金奖

在近日举行的“中陶奖——怀仁杯”

第十一届中国陶瓷产业设计大赛上，汝

州市入围企业斩获了26个奖项，其中17

枚金奖、5枚银奖、4枚铜奖，获奖总数高

居全省第一，彰显了汝州汝瓷的发展速

度之快，产品质量提升程度之高。

据了解，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由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每四年举办一

次，共有来自全国各产瓷区的1000多

件陶瓷作品参加奖项角逐。 （赵俊璞）

陶瓷产品设计大赛举行

天工玉石雕刻作品完成南阳区域初选

近日，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轻工行业协会主办，省陶瓷玻璃

行业协会承办的陶瓷产品设计大赛在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举行。

此次大赛选择在郑州工程技术学

院举办，是政府对该校文化遗产学院专

业建设的肯定，将为推动产教融合、促

进品牌建设、提高服务地方经济能力、

加强河南陶瓷行业人才培养、树立河南

陶瓷品牌注入新动能。 （何天伦）

●柴战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大国非遗工匠、中

国传统工艺大师、中国工美行业艺术

大师、省工艺美术大师、省陶瓷艺术

大师、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

美术行业典型人物。

●宋延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

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传

统技艺大师、省工艺美术高级工艺

师、高级传统工艺师，中原陶瓷名匠。

●时晓印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中

国玉雕工匠、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

中国玉雕一级高级技师、省玉雕大

师，省玉石文化产业十大新秀，镇平

玉雕创作新星。

●强天寅 汝州市汝瓷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多次获得大奖：

《乾坤玉璧》《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荣

获金奖，《盛世祥龙坛》雕塑瓷、《中华

龙璧》盘荣获银奖等。

●王红瑞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浚县泥咕咕传承人，王

氏泥咕咕彩塑第十代传人，省工艺美

术大师，长期致力本土民间文化艺术

的收藏研究、学术展演、传承推广、文

创设计等。

让黑陶更闪亮
——关于沁阳黑陶制作技艺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与思考

王群成“花”心不改 瓷中有梦

“温度已降至 150℃以
下，可以开窑了。”10月5日，
随着花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王群成的一声令下，近百
件釉感瓷实、色彩绚丽的鲁山
花瓷缓缓出窑，其颜色随着温
度的变化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先由蓝变白，再由黑变为绛
红。记者见证了“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在这一刻淋漓尽致
的演绎。

在原文化部举办的2017
年工艺美术高级研修班中，王
群成晋升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
（陶瓷）师。尽管成为河南省唯
一获此殊荣的花瓷传承人，他
依然守在1000℃的瓷窑旁，认
真观察瓷器和温度的变化，做
好每一次记录。这个习惯，他
一坚持就是整整15年。

唐钧历史博物馆

清化竹器
博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诗

核心提示

黑陶制作技艺的生动实践

黑陶制作技艺在沁阳历史悠久，发端

于隋末唐初，成熟于唐宋，明末清初达到

鼎盛时期。盆窑黑陶采用古老的熏烟渗

碳工艺窑变而成，出窑即是浑然天成的黑

色。盆窑黑陶作为中国黑陶文化的缩影，

具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

如瓷”的特征，因其较高的艺术性与观赏

性，产品畅销黄河两岸、晋陕大地，成为人

们竞相收藏的工艺品。沁阳市山王庄镇

盆窑村以黑陶产品兴村、建村，与山东日

照、陕西秦塬、河北馆陶并称中国四大黑

陶生产中心。2009年6月，沁阳黑陶制作

技艺被公布为第二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2018年入选第一批河

南省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近年来，沁阳市切实发挥非遗项目在

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大对黑陶

制作技艺的保护传承工作力度。一是整合

资源及技术力量。2011年，盆窑村采取集

体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式，投资800

万元，将旧学校废弃房屋进行改造更新，组

建村黑陶工艺厂，组织近200人集中传艺、

授徒，培养新一代黑陶艺人。同时对生产

技术、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提高黑陶艺人的

劳动效率；组织艺人到山东、陕西、山西等

地参观，不断开拓艺术创作思路。二是开

展黑陶文化进校园活动。在盆窑小学建成

了两个陶艺室，组织美术教师和黑陶老艺

人共同编写了《快乐黑陶》系列教材，聘请

黑陶艺术优秀传承人为学生授课，普及黑

陶文化，指导孩子们掌握揉泥、拉形、抛光、

镂空等环节的操作要领。三是加快黑陶小

镇建设步伐。2017年，沁阳市政府和山王

庄镇政府提出依托黑陶制作技艺发展乡村

生态旅游产业，建设盆窑黑陶小镇的思

路。经过4年多的建设，盆窑黑陶小镇一期

工程基本结束，完成了道路维修、古窑洞修

复及窑洞文化体验园、黑陶博物馆、陶艺制

品展示厅等设施建设。四是积极开展对外

交流。沁阳市政府共与10余所大专院校

建立联系，加强产品研发；积极参加国内各

种陶艺展览会及推介活动，不断扩大黑陶

制作技艺的知名度。

黑陶制作技艺取得的成效

（一）非遗项目得到较好传承。近年

来，山王庄镇盆窑村共组织盆窑黑陶参加

国家级展览会8次、省级展览会14次、市

级展览会20余次，荣获国家级大奖5个、

省级大奖13个。黑陶艺人视野不断开

阔，黑陶产品供不应求。

（二）传承设施不断完善。2018年、

2020年，盆窑黑陶传习所、盆窑黑陶展示

馆先后被省文化和旅游厅命名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示范传习所、展示馆。

（三）促进乡村经济增长。目前，盆窑

黑陶制作、经营人员已发展到近200人，

形成年产2万件黑陶制品规模，年销售额

约5000万元，每年到黑陶小镇参观和学

习的人数近8万人次，初步形成以黑陶制

作为主体的产业体系。

黑陶制作技艺的发展对策

（一）加强人才培养，不断壮大传承队

伍。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技艺研讨、展演

展示等活动，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挖掘和培

养，吸引年轻群体参与，让黑陶制作技艺

等非遗项目开发有更多的后备力量，促进

更多农民加入制作、销售、旅游推广中，实

现乡村就业提升。

（二）积极筹集资金，推进黑陶小镇建

设。在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导的同时，积

极吸收各方面社会资金，不断扩大盆窑黑

陶生产、研发、实践基地，推进黑陶小镇基

础设施建设。也可采取集体租赁场地、窑

户投资建设或维修老窑的方式，集中连片

生产、经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三）开发新式产品，开展技术创新。

积极与高等院校联合，设计、创作符合现代

生活审美要求，艺术性、实用性更强的多元

化黑陶产品。进一步在产品多样化和提高

产品档次、产品文化附加值、经济附加值上

下功夫，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和审美需

求。在保留黑陶柴烧工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特质的同时，改革工艺，积极探索

电烧、气烧在黑陶烧制过程中的运用，实现

达标排放，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

传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四）拉长产业链条，实现乡村振兴。

明确产品定位和市场定位，依托黑陶产

业，建设和开发相应功能，进一步推进集

民宿餐饮、农耕采摘、黑陶体验等于一体

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名片，提高文化经

济效益。 （韩毅）

唐钧历史博物馆是一家集收藏、展

示、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历史博物馆。

该馆分为陶瓷历史演变厅、生产技

艺展示厅、唐钧艺术展示厅、当代钧瓷艺

术展厅、学术交流厅五部分。陶瓷历史

演变厅主要介绍陶器如何由黏土塑制火

烧成形，最终成为具有审美和实用功能

的器物，从而体现不同时期人类的生

活。生产技艺展示厅展示了唐钧生产过

程的72道工序，使参观者惊艳于瓷器的

完美，也体会制作者所付出的汗水。唐

钧艺术展示厅则展示了各种唐钧实物。

当代钧瓷艺术展厅展示了李俊峰等钧瓷

大师的匠心之作。学术交流厅详细介绍

了李俊峰等大师与其他大师交流以及领

导参观学习的情况，游客在这里可以体

验练泥、拉坯、印坯、刻花等一整套陶瓷

生产流程。

馆内目前藏品有唐钧史书资料、制

作原材料、制作工具、陶瓷展品等，其中

陶瓷展品含郏县境内出土文物陶器8

件、单色釉唐钧瓷10件。 （李俊峰）

在焦作市博爱县，“清化竹器”讲述

着独属于中原地区的竹器故事。

得益于优质的竹类资源，博爱的竹

器加工业自古就十分兴盛，其制品统称

“许良竹器”或“清化竹器”。1914年，清

化竹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

国商品赛会，在国际上名声大振。

清化竹器按加工工艺可分为竹编

和盘竹两种，竹器手艺人使用大锯、竹

刀、挖铲、圆刨钻等工具，经过备料、烤

竹、去皮、定口、上缺、串编、雕刻等数十

道工序，将青翠的竹子变成辅助劳动的

生产用具和装点生活的生活用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20

世纪中叶塑料制品的大范围推广，清化

竹器市场受到冲击而逐渐没落，许多手

艺人放弃了传统竹器加工技艺。如今，

随着人们环保理念和健康养生观念不

断增强以及文化自信的觉醒，作为优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清化竹器，复而

成为新的“潮品”被越来越多人喜爱。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金智鹏）

乡村非遗

中国，china；china，陶瓷。建都十

三朝的洛阳，正是中国陶瓷之源。洛阳

三彩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创举，它把中国

陶瓷文化的全部潜能和优势都充分彰

显出来。历史的变迁、文化的演进，带

动了三彩艺术的升华，每个时期的三彩

既有对前人的承传，又展示出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

1万年前，洛阳先民过上了定居生

活并发明了陶器。

7000~5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

彩陶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原始艺术。

约4000年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已使用瓷土烧制出白陶器、红陶器、灰

陶器，并创烧出中国最早的原始瓷。

约3600年前，商朝洛阳，已使用轮

制、模制和手制，完成了重要的陶瓷技艺。

约3000年前，仅北窑西周墓地一

处出土的原始瓷就比中国各地出土的

商周原始瓷总数还多，最大的原始瓷举

世无双。这印证了中国文化对陶和瓷

的理解，即施釉为“瓷”，不施釉为“陶”。

约26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洛阳，

彩绘陶器精美无比，为多彩的陶瓷——

三彩的出现奠定了审美和工艺基础。

约2000年前，东汉洛阳，华丽无比

的陶瓷——汉代三彩惊世显现。

约1300年前，盛唐洛阳，世界上最

艳丽的陶瓷洛阳三彩震惊了世界，三彩

蓝釉、透明白釉、绿釉、黑釉、黄釉、赤

釉、褐釉交融呈现，三彩绞胎工艺、化妆

土工艺、彩绘工艺以及瓷土的使用交相

辉映，釉色日益丰富，进一步证实了三

彩和三种颜色无关。三彩，指的是多姿

多彩的陶瓷世界。

不仅如此，三彩还完成了生活用

具、陈设装饰品、殉葬品、建筑材料等全

方位的使用。三彩这个只有百年历史

的新名字，在遥远的汉唐甚至更早，“陶

瓷”才是它真正的大名。 （郭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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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晓印作品

我国70%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存在传统乡
村，它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底色。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非遗是最好的抓手。如何保护传承
好非遗项目，使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需要
我们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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