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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乡村非遗

行业动态

人物

开创现代汝瓷发展新局面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人物、企业推选活动进行中

巩义黄冶三彩窑——唐三彩的故乡

见

汝瓷艺术的恢复起步于 20 世纪

50年代，以汝州市（原临汝县）国营汝

瓷一厂的建设投产为起点，在几代汝瓷

人的不懈努力下，历经了 70年的恢复

和发展。截至目前，北宋汝瓷的各类釉

色基本恢复到宋代水平，随着新科技、

新技术的运用，汝瓷烧制的工艺技术可

远超宋代的水平。现阶段，原产地汝瓷

行业正在经历艰难的转型过程，如何从

成功复烧北宋汝窑的光环中走出来，创

作出符合当下审美的汝州新窑器，摆脱

“传统”的外部形象，是现代汝瓷当代化

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鉴于汝瓷发展面临的问题，今天的

汝瓷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争取开

创现代汝瓷当代化发展新局面。

一是把握好汝瓷艺人和汝瓷商人

的角色定位。汝瓷原产地范围内的陶

瓷手工艺人要有刻苦钻研的勇气和创

新发展的信念，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怎样

更好地研究和发展汝瓷文化上。汝瓷

商人应当学习先进瓷区新技术，拓展设

计视野，把精力花在商业经营而不是生

产上。手艺人乐于做汝瓷艺人而不是

汝瓷商人。汝瓷商人作为汝瓷艺术传

播推广的重要一环，要有自己的操守，

不要与汝瓷艺人争名。

二是现代汝瓷艺术当代化发展。

现代汝瓷发展要在传承古人技艺的同

时，敢于甩掉古人留下的造型与釉色包

袱，师古不泥古，利用现代技术，创作出

符合当代人审美的汝州新窑器。北宋

汝窑是北宋汝州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是我们能够屹立于世界陶瓷之巅

的皇冠。但北宋汝瓷再好，那也是北宋

人的发明，是北宋时期的汝州新窑器。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创造

力，也是我们头上的一顶紧箍咒，让我

们汝瓷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人都必

须千篇一律地临摹北宋汝窑的型和釉，

没有灵魂和自我。

三是原产地之间应尊重历史，求同

存异。分管不同原产地汝瓷区域的政

府和汝瓷企业应该摒弃唯我独尊的观

点，真正联合起来，共同成立汝瓷文化

生态保护圈，建立有效的联动保护机

制，通过统一的政策指导和外部环境营

造为汝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

各自为政，相互掣肘。

工艺美术，工艺代表的是造物的智

慧，指的是技术和技艺，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而美术则是审美思想，会随着时

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汝瓷一方

面继续传承宝贵的文化技艺并原汁原

味地传承下去，鼓励一部分热衷追求那

一抹天青的匠人坚守下去；另一方面让

现代汝瓷当代化发展，创新是文化不断

迸发生命力的根源。唐朝烧出了白瓷

的高度，宋人创烧了杰出的汝瓷，元代

有了青花，明清各种色釉粉墨登场，我

们今天还依然只是那个天青色的莲花

碗吗？

汝瓷的未来需要一代代汝瓷人发

挥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奋斗出来。审

美也会随着一代代人不同的审美情趣

而发生变化，就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无

法再向父辈人年青时那样渴望和热爱

绿色的军装。 （赵俊璞）

汝宝斋汝窑艺术总监胡忠成制

作的赏盘《第一福》（如图），尺寸33厘

米，盘中“福”字采用清康熙皇帝御题

“天下第一福”，既有幸福平安、吉祥如

意、福星高照的美好寓意，又兼具古艳

多姿、流美婉转、生机盎然、与众不同

的华丽面貌。

一字一时代，一笔一乾坤。汝宝

斋匠心独运，将极具艺术性和美好寓

意的“福”字精心镌刻在手工拉坯成型

的盘子上。

“福”字与汝瓷的完美结合，见证

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及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创新，展示了汝瓷厚重的文

化底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期盼。 （郭明瑞）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全省陶瓷行业积极应对挑战，在复工

复产、传承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

献，展现了河南陶瓷行业的社会责任

与担当。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展现河南陶瓷行业的发展成就，彰显河

南陶瓷行业的责任与担当，讲好陶瓷文

化与故事，推动河南陶瓷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河南日报社举办中原陶瓷文化

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中原陶瓷文化产

业社会责任人物、企业”推选活动。

本次推选活动从 11月下旬开展

以来，全省陶瓷行业大师、企业踊跃参

与报名。因疫情原因，为让更多的大

师和优秀企业参与进来，经组委会研

究决定，将报名截止日期延长到12月

中旬。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先由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

入围候选人物、单位将在河南日报社

相关媒体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评选

结束，将表彰获奖人物、企业，并举办

2022年中原陶瓷文化行业社会责任高

峰论坛活动。高峰论坛活动将邀请陶

瓷行业相关领导、专家、行业精英及河

南日报社领导出席，共商中原陶瓷行

业发展大计，为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的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邀请省级媒体全

方位报道这一盛会，为陶瓷行业健康

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郭明瑞）

世家传承 才华初露

孔春生出身于钧瓷世家，早在年

幼之时，就与钧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其父亲孔铁山因病前往北

京就医，先前由大哥孔相卿主理的窑

炉交到了孔春生手里。他带领员工

从做坯、配釉到烧窑，不但很好地维

持了窑炉的运转，并从美学角度进行

创作和设计，把当时神垕烧制的钧瓷

从造型粗笨、釉色单一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使钧瓷进入到器型多变、釉色

万彩的世界。

钧瓷自古就有“十窑九不成”的

说法，如何突破困扰钧瓷发展的技术

难题？如何提高成品率，降低环境污

染？孔春生跟随孔相卿，带领技术人

员和工人多次南下广东佛山、江西景

德镇等瓷区考察，亲自绘图、设计出

了当时第一座液化气窑炉。经过百

余次烧制试验，终于试烧成功钧窑液

化气窑炉。

液化气窑炉的试烧成功为钧瓷

产业的发展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改写了“十窑九不成”的历史。为推

动钧瓷产业更好地发展，孔春生无

偿将钧瓷液化气窑炉的设计制作和

烧成方法向同行推广，使钧瓷行业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推出国礼 铸造品牌

钧瓷的创新要坚持中国传统文

化的内涵和根基。从1987年孔氏兄

弟在父亲的指导下建立自家窑炉，到

1992 年孔家钧窑正式创立，孔春生

和几个兄弟一直在思索钧瓷的未来

发展道路。在器型突破方面，孔春生

主持创作的《四海升平》被联合国总

部及潘基文收藏；2006~2021年，连

续十六届主持创作了中国—东盟博

览会国礼；2018年中国品牌价值评

价信息会上，禹州钧瓷品牌价值公布

为285.48亿元。

1993 年，孔春生主持的“宋官

窑青瓷研制”项目荣获河南省科技

成果二等奖；2010 年，作品《玉兰

尊》《瑞寿年年》亮相上海世博会；

2013 年 12 月，“钧妙天成”钧瓷巨

型浮雕在郑州黄河南路地铁站建成

并向公众开放；2015 年 10 月，作品

《扁肚瓶》获“中国陶瓷 100”最高

奖、唯一的“全场大奖”；2018 年 8

月，作品《天球瓶》入选“中国工艺美

术双年展”；2020 年 11月，著作《钧

窑铜系青蓝釉》获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匠心凝聚 引领发展

在掌握了钧瓷烧制的升温曲线

后，孔春生开始优化钧瓷釉料配方。

珍珠点、蟹爪痕……钧瓷的美在于自

然窑变，孔春生反对将窑变神秘化。

他认为，参天地化育的“人力”才是创

造力的主体。钧瓷制作的每一个环

节，都凝聚着窑工对泥料、工技、气

氛、火候的深刻领悟和娴熟把握。优

化钧瓷釉料，促成它向理想的方向自

然窑变，还要在窑炉内，在还原气氛

中完成。

孔春生发掘、规范钧瓷的制作工

艺，打破一贯制造型模式。积极将人

物、动物造型和现代陶艺引入作品

中，丰富了钧瓷的表现形式；优化了

钧瓷釉料的配方，研制出霁蓝釉、凤

尾彩等多个钧瓷新品种，拓展了钧瓷

艺术的表现空间。

与时俱进 再创辉煌

孔春生总是以钧瓷匠人艺与技

的充分思考与艺术探求，从文化和

技艺方面进行展开和深入融合，对

作品不断拓展与改进，追求艺术的

极致之美。他认为，在当今略显浮

躁的钧瓷界，只有坚持不断开拓前

行，才能获得尊重，才能在传承中不

断创新发展。他是这样说的，更是

这样做的。历年来，获国家级金、银

奖 50 多项，省部级金、银奖 92 项；

2016年 12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

予他“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称

号。

钧瓷历史地位很高，也很悠久，

关键是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要有

时代的烙印。孔春生带领的孔家钧

窑始终坚持站在文化和科技的高度，

始终向世界先进文化看齐，始终与时

代发展脉搏同步，把钧瓷做成世界知

名的现代艺术符号，把以钧瓷为代表

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艺海）

唐三彩是一种以低温色釉作为装

饰的陶器，其色彩鲜丽，烧造品种丰富，

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闪光点

的工艺品种。唐三彩最具代表性的产

地应是河南巩义窑（原称巩县窑）。

巩义窑泛指巩义市境内发现的北

魏到宋金时期以黄冶窑、铁匠炉窑、白

河窑为代表的所有窑场，烧造的陶瓷

器中，有三个著名品种：唐三彩、唐青

花、唐代白瓷。

黄冶三彩窑的价值与意义

巩义黄冶三彩窑是隋唐时期著名

的烧造唐三彩和白瓷等的窑场，也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发现烧制唐三彩的

窑址，据考古发掘资料记载，始烧于隋

末，经唐、宋，一直延续至金代正隆年间。

三彩窑炉和作坊的发现，使人们

对唐三彩制品的成型、烧造等工艺过

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其制作工艺

大致分为选料、成型、高温素烧、施釉、

低温烧釉、开相等六道程序。其器物形

体圆润、饱满，造型丰富多彩，主要分为

日常生活器皿、人物、动物三大类，除部

分实用器外，多为明器。黄冶三彩窑

是我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唐三

彩的专业窑口，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

久、产品之丰富、工艺之娴熟，皆为同时

期诸窑之冠，被誉为“唐三彩的故乡”。

产品外销及影响

中外诸多考古资料证明，不仅在

洛阳、长安、扬州等发现有巩义黄冶三

彩窑的三彩、青花瓷等，而且在日本、

朝鲜、印度、伊拉克、埃及等国也发现

有巩义窑产品。

窑址位于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洛

汭”地区，水上交通极为方便，外销产

品出海有两条航线：一是顺黄河东去，

横穿华北大平原，经渤海湾到高丽、新

罗，达日本；二是经南北大运河，出长

江口沿海北上高丽，再向东抵达日本，

出长江口南下经南沙群岛达越南、菲

律宾、印度等国，穿过马六甲海峡可航

行到缅甸、孟加拉国、印度等，再横渡

印度洋、亚丁湾，然后穿过红海直达埃

及，可见，唐三彩的足迹遍布亚洲、非

洲、欧洲等。 （周戈 李丽）

12月 1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获悉，仰韶村遗址发现大量遗迹，

有房址、壕沟、窖穴、墓葬等，并出土一

大批文化遗物。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院史前考古研

究室副主任李世伟介绍，仰韶村遗址

第四次考古发掘从 2020年 8月启动

以来，在该遗址南部发现一座仰韶文

化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平面呈方形或

长方形，推测面积在130平方米以上，

从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初步判断为仰

韶文化晚期。在中部发现4条大型人

工壕沟。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高等级

房屋建筑遗存，为研究仰韶遗址及豫

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的类

别、形制、技术等提供了新材料。

这次考古发掘，为仰韶文化的研

究增添了新的证据，深化了对仰韶村

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表明该遗址内

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是渑池盆地一

处大型中心聚落。

（贺晓鹏 秦静）

11月14日，在第十二届中国陶瓷

艺术大展上，来自全国 29个省、市的

4000余件（套）参展作品中，宝丰县5

件（套）汝瓷作品囊括金、银、铜三项大

奖。

其中王占稳的作品《梅瓶》荣获金

奖，胡延芳的作品《云卷云舒》、宋召冰

的作品《玉壶春瓶》、蔡子康的作品《双

耳圆壶》分别荣获银奖，陶瓷工匠赵冠

程的作品《萌芽》荣获铜奖。

本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一经开

展，就吸引了全国各陶瓷产区及艺术

院校师生的热心参与，参展作品内容

非常丰富，地域特征明显、文化气息浓

厚、艺术创意出新、作品精致多彩。

据了解，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是由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陶瓷界

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活动，被誉为

中国陶瓷界的“奥林匹克”。该活动对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中国陶

瓷艺术、推动陶瓷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李赛楠）

近日，2022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全国工艺品雕刻工职业技能竞

赛（河南赛区）选拔赛在镇平县工艺美

术中等职业学校举办。

为期 4天的比赛，让来自全省的

专业和非专业选手通过理论考试、现

场绘画设计和技能实操的比拼，借助

巧思妙想、精雕细琢，把手中的原材料

“魔法”般变成栩栩如生的作品，评选

出的优秀作品和选拔出的选手将参加

全国总决赛。

据悉，本次竞赛旨在打造传统玉

石雕刻行业的品牌化技能竞赛，搭建

从业人员技能交流平台，弘扬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加强应用型技术人才

的培养与选拔，对推进职业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素有“中国玉雕之乡”的镇平县，

把玉产业作为强县富民的有力依托，

持续实施“玉+”战略，围绕县域经济

发展实际，打造职教品牌，深入开展校

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县域经

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注入

了发展的“新引擎”。（谭亚廷 侯乐）

全国工艺品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河南赛区）选拔赛在镇平举办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宝丰汝瓷参展作品囊括多项大奖

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高等级房屋建筑遗存

孔春生 传承发展铸造品牌

高级技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中

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国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中原大工匠，

中原技能大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省人社厅“河

南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中原

陶瓷行业领军人物”；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高技能专家。

孔春生长期从事钧瓷艺术的研究

与创作，师从父亲孔铁山，通过30多年

的艰苦钻研，在传统北宋钧瓷技艺的

基础上，探寻论证釉色形成的机理，创

立了当代钧瓷的制作工艺技能方法，

带头发掘钧瓷的制作工艺，改变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钧瓷恢复初期阶段工艺

低下、制作粗糙的局面。在继承传统制

瓷工艺的基础上锐意进取，与大哥孔相

卿一起发明、创制了钧瓷液化气窑炉，

探索出钧瓷升温曲线操控方法，解决

了钧瓷“十窑九不成”的技术难题。

●李建峰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钧瓷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手

工艺术大师，曾获得“中国收藏家喜爱的陶瓷

艺术精英”等荣誉，从事陶瓷艺术设计40余

年，先后参与“彩铀锦砖”“钧瓷天蓝泛红斑

釉”等研制。其作品获国家（部）级、省级大奖

40多项。其代表作有《归真壶》《三羊开泰》

等。

●陈连义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高

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官瓷非遗传承人，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原（轻工）大工匠。

30年深入挖掘梳理北宋官窑文化，创作与时

俱进、具有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官瓷作品，作品

荣获国内外30项大奖。荣获国家专利35项，

著作权 40项，撰写专著《陶瓷中国官窑溯

源》，为官窑的发展和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阮文 太行柴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经过30多年的文化挖掘、研发和试

验，于2017年烧制了辉县古窑群系列产品。

2018年，“太行柴瓷”被认定为辉县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产品。2019年，参加第六届中

原文博会获得两项金奖、一项银奖。

●周松建 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国学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钧瓷烧制

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其擅长传统烧制技艺、釉色研制和开发，在釉

色上经过不断尝试和思索研制出“翡翠飘红”

“红珍珠金”“蓝金釉（炉钧）”等，在烧制技艺

上创新出炭烧煤窑烧制技艺。

●孙军 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级技

师，中国传统工艺大师。其通过多年的不懈

努力，再现了五代后周御窑郑州窑青瓷烧制

技艺风采。其作品《天衣》《大鹅颈瓶》被中国

国家博物馆收藏，20余件作品获百花杯等金

奖；所著的《中国陶瓷名釉》获得第十八届郑

州市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河南一斗水》由

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王振芳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高

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

烧制技艺）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原大工

匠，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其出版有《认识汝

窑》《问汝窑》《宇宙系列与汝瓷对话》等汝瓷

文化专著，研发专利技术170项，获省、市科

技成果奖6项。其作品被数十家机构收藏。

（郭明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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