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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乡村非遗
大师风采 王国奇 执着追梦润天青

平顶山 千年汝窑再创辉煌

汝瓷大师李志强喜收新徒

郸城泥塑

□ 郜现营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河南。我省是现有

全国瓷窑遗址国保单位最多的省份之一，共

12处，其中5处在平顶山。

平顶山是唐宋时期重要陶瓷产区平顶山是唐宋时期重要陶瓷产区
平顶山市陶瓷资源丰富，陶瓷文化源远

流长。目前国内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画在

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就出土于汝州市纸坊

镇闫村，距今有 6000年的历史，现收藏于国

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

出境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顶山市卫

东区蒲城店遗址，发现的距今约5000年的古

陶窑遗址，对研究远古时期陶瓷烧造工艺具

有重大意义。

唐代是我国陶瓷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时

期，鲁山段店窑生产的鲁山花瓷代表了当时

中国北方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打破了唐代

瓷器“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开中国陶瓷窑

变艺术的先河。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迅猛发展的

重要时期，五大名窑河南占其三，汝窑为

魁。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不仅是国务院

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宋、

金、元、明时期烧造历史延续数百年的重要

制瓷窑场，被评为“七五”时期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和 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5 年列入全国 100 处重要大遗址，2020

年 12月列入全国第四批国家考古大遗址公

园立项名单。

据《中国陶瓷史》载：“汝窑流传至今不足

百件，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瓷

窑。”正如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

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耿宝昌先生所言：“凡天下博物馆，无

不以有汝窑瓷器者为荣。”《鹳鱼石斧图》陶缸

是国家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出土于宝

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是

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馆之宝之一，汝窑无纹

水仙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

之一。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孙新民认为，现在的

平顶山市是唐宋时期全国重要的陶瓷产区。

平顶山是中原陶瓷产业集聚地平顶山是中原陶瓷产业集聚地
今日的平顶山，7个县（市、区）均为陶瓷

烧造产区，占全市总面积的50%以上，汝州、

宝丰和石龙区主产汝瓷，鲁山和新城区主产

花瓷，郏县主产唐钧，卫东区主产蒲陶。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发掘

祖国文化遗产，首先恢复汝窑和龙泉窑。”因

此，20世纪 60年代，我省选出了陶瓷专家顾

问委员会，成员有李国桢、冯先铭等。现代

人仿烧汝窑，以临汝县（现汝州市）为最早。

截至目前，平顶山市汝州、宝丰、石龙区等地

拥有汝瓷生产销售研发机构近千家，年产值

30 余亿元，产品远销日本、新加坡、美国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

理的产、供、销相衔接的产业发展体系。宝

丰、汝州等地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汝窑古镇、

中国汝瓷文化之乡、全国最美汝瓷文化旅游

名县等荣誉称号，涌现孟玉松、王君子、李廷

怀、马聚魁、王国奇等一大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平顶山市现有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 40

多人、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120余人。汝瓷烧

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宝丰

县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建成并开放汝官窑

展示馆和博物馆，汝州市在市内和汝瓷小镇

分别建成青瓷博物馆和中国汝瓷博物馆。

鲁山段店窑始烧于唐代，历经宋金，延

至元代，烧制时间长，制瓷水平高，遗物丰

富，品种齐全，其产品在故宫博物院、大英博

物馆均有收藏。近几年来，张东晓、张伟、袁

留福等人纷纷仿烧鲁山花瓷，作品在赛事活

动中屡获大奖，深受市场青睐。1997年，中

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梅国建开始研制鲁山

花瓷，历经十余年间的上千次试验，最终成

功复原鲁山花瓷，使失传千年的鲁山花瓷制

作技术重放异彩。

2022年，张伟成功复原了有着5000年历

史的蒲城古陶瓷制作技艺，蒲城古陶瓷文化产

业园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项目建成后

日产单品量可达1万件以上，年产值3亿元。

平顶山汝窑陶瓷产业再创辉煌平顶山汝窑陶瓷产业再创辉煌
近年来，平顶山市高度重视汝窑陶瓷文

化产业发展，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

制度和政策体系、学科和人才体系、科研和创

新体系、文旅和文创体系、生产和加工体系、

平台和服务体系等八个方面，明确了48项工

作任务，着力打造汝窑陶瓷产业集群，积极创

建中国汝瓷之都和平顶山汝窑陶瓷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努力推动汝窑陶瓷文化产业成

为平顶山市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柱产业，

让汝窑陶瓷再创历史新辉煌。（作者系平顶山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

3月 1日，由河南日报社主办、河南日报农村

版承办、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协办的

2023年度中原陶瓷文化社会责任评选活动颁奖

典礼在郑州举办。现将获奖个人和单位予以公布

（排名不分先后）：

——·中原陶瓷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
李景州 李廷怀 许海君

——·中原陶瓷行业社会责任领军人物·——
柯君丽 孙军 张振福 郭勇 张伟 王新军 黄飞平

白露伟 李自伟 刘光甫 侯全力 李浩中

——·中原陶瓷行业社会责任陶瓷名匠·——
霍福生 郭建民 郗奎奎 王文珂 李俊峰

任全现 白增武 陈矿辉 董强峰 张小帅

李治国 张克相 杨聚斌 张翠芳 杨永超 王向群

——·中陶瓷行业社会责任陶瓷新秀·——
宋向元 吴亚非 李帅卫 张学昆 毛朋朋 杨林鹏

王奔 尹鹏程 郑克彦 何天伦 申刚强 菅子淇

——·中原陶瓷行业社会责任创新企业·——
中汝廷怀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莆城古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窑

——·中原陶瓷行业社会责任优秀组织奖·——
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宝丰县汝窑瓷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心

鲁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汝瓷以其“色泽素雅自然，青翠华滋，视

如碧玉，扣声如磬，似玉非玉而胜似玉”而深

受世人喜爱并被广泛收藏，宝丰清凉寺汝官

窑遗址的考古发现，更使汝瓷的历史和学术

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印证。

在清凉寺村成长起来的汝瓷烧制艺人，

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对汝瓷的痴迷追求，

在汝瓷烧制业界异军突起，成绩斐然。

王国奇就是这样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民

间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

““瓷村瓷村””长大的孩子长大的孩子
清凉寺村位于宝丰县西北方向，因汝官

窑遗址在此而誉满海内外。对于20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王国奇来说，清凉寺村与别村最

大的不同，就是田间地头、宅院墙壁，俯首抬

头，目之所及都有数不清的瓷片，成檩的匣钵

（烧瓷器用的装置）像巨龙一样在山间田野绵

延。随意捡起一块，摔成想要的大小，进行

“踢方”“砸窑”等游戏，这些沉睡百年的古瓷

片以这种别样的方式给王国奇带来了快乐的

童年。

初中毕业后，王国奇有事没事就喜欢往

村附近的陶瓷厂跑，跟师傅们套近乎，帮他们

拉土和泥，渐渐与厂里的严振明师傅建立了

师徒关系。对师傅传授的制陶、制瓷基本流

程，以及枯燥的化学知识和配方，王国奇兴趣

盎然，牢记在心，从此走上制瓷之路。

历尽艰辛苦寻觅历尽艰辛苦寻觅
20世纪 80年代在清凉寺村发现的北宋

汝官窑制品引起轰动，一时间，无论是文物研

究保护专家，还是民间收藏人士，纷纷从四面

八方汇聚于此，挖掘探究，寻宝觅源。村民们

被这突如其来的盛况所感染，也意识到昔日

脚下随意踩踏玩耍的东西竟是人们争相收入

囊中的宝贝。

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王国奇在

文物部门挖掘出来的泥土中翻找制作汝瓷

的原料，把得到的古瓷片送到研究所进行成

分研究分析，然后再去寻找对应的石料。有

一次，他拿着收集的古制瓷原料来到平顶山

地质队请教专家，专家研究后告诉他，这种

石头叫作“绢云石英岩”，俗称“青石头”，主

要存在于鲁山、南召附近。于是，王国奇和

几个喜欢制瓷的同村人结伴来到专家推荐

的山区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后，在丹

江口水库附近，他们找到了这种烧制汝瓷的

重要原料。

随着对汝瓷烧制技艺的进一步探究

和实践，王国奇先后自学了《陶瓷工艺学》

《陶瓷材料学》等书籍，这使得他与同村的

烧制艺人相比，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占据优

势，并且更加注重对汝瓷成分和原料的研

究搜集。

正如他所说：“清凉寺作为北宋汝官窑的

制作场地，各地优质原材料汇集于此，所以要

想恢复汝官窑烧制技艺，就必须探根求源，从

制陶制釉的原料着手。”从最开始就没有把眼

光只放在清凉寺附近，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去

寻找原料，这使得他在汝瓷原料配方方面收

获颇丰。

痴心不改汝瓷情痴心不改汝瓷情
王国奇在制瓷道路上愈走愈远，跟亲人

们对他无私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在最艰苦

的岁月里，妻子多次回娘家借钱帮他渡过难

关，但一句怨言也没有。

不间断地摸索试验中，王国奇经常把自

己烧制的作品拿给专家耿宝昌、陈华沙等大

师请教。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加国家、省组

织的专业培训班，与同行切磋交流。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王国奇的汝瓷烧制技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烧制出了最接近宋代汝官窑典型特征的天青

瓷，受到业内人士和汝瓷爱好者的追捧。

2011年，王国奇被授予第六届河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荣誉称号。2013年，他又被原省文化

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他的多件作品在大型赛事上荣获大奖，

作品《圈足洗》获得 2017年“百花杯”中国工

艺美术精品奖金奖。

洗尽铅华溯真源洗尽铅华溯真源
依托清凉寺独有的高岭土、玛瑙石等丰

富的自然资源，王国奇创办了集科研、仿制、

生产、创新于一体的汝瓷复制中心，站在了北

宋汝官瓷恢复研究的新台阶上。

王国奇多年研究发现，真正的汝官窑是

清雅中泛着红晕，这样的暖色调才符合皇家

用器皿的高贵典雅，于是，他努力在作品中体

现这种特征。

“把北宋官瓷研发恢复出来，是我毕生的

愿望。最近，我将研发的作品送到有关机构

进行化验分析，虽然尚未成功，但已经看到了

古人的‘背影’。”王国奇坚定地说。

从最初的兴趣使然，到现在的使命使然，

王国奇越来越感觉身上责任重大，现在，他想

得更多的是如何让北宋汝瓷在人世间重焕瑰

丽色彩。 (向前)

●董强峰 省工艺美术大师，河洛工匠。制作的古陶艺术作品堪与文物珍品相媲美，多

个作品被中外博物馆收藏。创建工作室，走进校园、社区等传播古陶器知识，免费培训群

众10万余人，开展近千场次文化专题活动，公益传承数万人。

●仵孟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中国玉雕艺术大师，省技术能手，中

原大工匠，非遗项目南阳玉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专于器皿、花鸟及玉山类作品创作，参加

设计制作的独山玉《九龙晷》被确定为省政府赠送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贺礼。作品曾获

百花奖金奖4项、银奖4项，其他类金银奖20余项，7件（套）作品被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

术馆等收藏。

●杨聚斌 非遗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省陶瓷艺术大师。先后师从多位钧瓷大

师，对汝瓷、钧瓷都有深入研究。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曾先后获得30多

个奖项，被希腊亚洲艺术博物馆、汝州市汝瓷博物馆等68个国家和地区博物馆永久收藏。

●张小帅 非遗钧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省陶瓷艺术大师。

作品《瑞泽四海瓶》被外交部选为国礼，作品《窑变金星天目釉中原壶》获首届中国工艺美

术展金奖和省民间文艺最高奖项金鼎奖，另有多个作品被中外陶瓷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张翠芳 非遗汝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高级陶瓷装

饰工艺师，平顶山市“五一”巾帼标兵。作品连续多次在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中荣获

金奖，其中《玉青快客杯》《和氏璧》获得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被平顶山博物馆收藏。

●宋云峰 省石雕艺术大师，非遗石砚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当代名人砚文化主理人。创

作的石砚作品在名人文化圈广为流传并收藏，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刘晓强 省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保护项目镇平玉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致力

于独山玉雕刻艺术创新和玉文化研究传播，率先提出“顺色立意、依形就势”的创作艺术理

论，带领团队开创了巧用独山玉独特外形、天然色彩和自然纹路的表现手法，多次摘得“天

工奖”“子冈杯”等玉雕大赛金奖。

●柯君丽 非遗项目李封天目瓷烧制技艺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一级（高级）陶瓷产

品设计师，先后荣获河南陶瓷十佳女杰、省巾帼建功标兵、河南最受尊敬技能大师等称

号。作品多次获奖，作品《亭亭玉立》获得2023年第十一届“大地杯”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

大奖金奖。

我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1万年的新

石器时期，发展到汉代泥塑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

到19世纪末期，经过第25世传人于钦占的悉心研究，

以民风、民俗为题材的中原泥塑在造型、神态、着色、肢

体语言等方面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逐渐形成了

全国独树一帜的泥人流派——郸城泥塑。

郸城泥塑以豫东农村生活和劳动场景为主题，人

物造型古拙、朴实、夸张，多半眯小眼，咧大嘴，一副笑

眯眯的憨态，粗粝的表象背后则是细腻、敏感、丰沛的

精神世界，反映了农民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再现

了黄土地上快要消失的民俗风情。

郸城泥塑被列为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其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泥塑艺术大师张振

福创作的泥塑作品《黄河娃》入编全国六年级上册美术

教科书，三次荣获河南省民间工艺最高奖——金鼎奖。

张振福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师，他

的作品人物造型丰满活泼、浑厚简练，视觉凝重而又充

满乐观积极、无拘无束的气息，甚至五官都带着生动的

笑意和韧劲，脱离了手工艺品的匠气，洋溢着剽悍的民

间气息。 （本报记者 郭明瑞）

系刘建军大师钧瓷作品，高

30.3厘米、宽30厘米、足21厘米。

“青莲”取“清廉”之意，是道学

返璞归真、以静制动的体现。造型

夸张，细密与疏朗风格的自然糅合，

简静月白釉在斑斓中带来的视觉冲

击，以及器物命名的喻托，使其成为

当代钧瓷的卓越代表。

中国古代哲学有大巧若拙、大

音希声、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的

描述，该作品正是对此境界的艺术

再现，也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思

想中“以器载道”“以道驭器”的至高

准则。

行业动态

3月8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汝瓷

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收徒仪式在宝丰县

清凉寺村举行。

收徒仪式上，曹岗、王冠杰等8位新徒读递拜师帖、

行拜师礼，李志强宣读了弟子门规，鼓励徒弟们刻苦学

习，团结同道，传承好汝瓷烧制技艺，把汝瓷文化发扬光

大。当天，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副

主任杨淑祯为李志强汝瓷烧制技艺传承所授牌。

李志强是中原陶瓷文化产业领军人物，省工艺美

术大师，近30年来一直钻研汝官瓷复烧技艺，同时对

玛瑙的挑选、加工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应用。同时，

他还专注研究以玛瑙、黄金土等为代表的矿石汝瓷釉

高温条件下的理化性质变化，相继研制出天青、天蓝、

粉青等8大釉色，作品先后荣获60余项大奖，其中6项

作品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发表汝窑学术论文4篇。

（本报记者 郭明瑞）

3月11日，2023年度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

会年会在郑州举行。会议汇聚了来自宝丰、汝州和鹤

壁等10余市、县、区的80余位陶瓷艺术大师。

会议上，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顾问崔勇、名誉

会长付中承致辞发言，与会嘉宾围绕河南省陶瓷产业

如何提升竞争力、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如何提高审美能

力、如何传承创新陶瓷文化等进行了交流探讨。

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会长杨德林做了协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及2024年工作计划，协会秘书长

韩筱芳公布了协会2023年度财务报告，协会常务副会

长暴风云宣读了 2023 年度行业先进集体和个人名

单，并对获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省陶瓷艺

术大师张克相被授予“2023年度河南省陶瓷行业新

星”荣誉称号，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胡延芳被评为

“2023年度河南省陶瓷行业先进工作者”，宝丰县汝窑

瓷业发展中心荣获“2023年度河南省陶瓷行业先进单

位”称号。 （赵梦亚）

宝丰县汝窑瓷业发展中心获评
省陶瓷行业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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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汉彩绘陶壶 董强峰作品玳瑁花器 柯君丽作品中华尊 杨聚斌作品

三潭印月 张小帅作品

翠峰行舟 刘晓强作品

绿水青山美画卷 仵孟超作品

三兔共耳玉璧 张翠芳作品

明行足 宋云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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