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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大师风采 在黑瓷白釉世界里舞动人生
——记鲁山花瓷非遗传承人袁留福

禹州钧瓷传承发展焕新彩 佳作欣赏

见

本版统筹：郭明瑞
电话：13103841205（同微信号）

仰韶瓷茶具《华夏之花》
□禹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志军

近年来，禹州市以钧瓷烧制技艺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基础，立足在保
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深
入挖掘非遗资源，取得了显著成效。

禹州钧瓷的前世今生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我国宋代五大
名瓷之一，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早在唐代，禹州市神垕镇下百峪村和苌
庄乡等地先后有人烧制出黑、褐釉高温窑变
花瓷，为宋代钧瓷开启了先声。北宋徽宗时
期，钧瓷成为御用珍品，官府在禹州市东北
隅设置官窑，烧造宫廷用瓷。因窑址邻近古
代春秋战国的钧台，故名为“钧台窑”，简称

“钧窑”，所产瓷器即名“钧瓷”。到金元时
期，钧瓷有了新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
时，形成了广泛的钧窑体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禹州的钧瓷艺人
烧制的钧瓷以青釉系列仿钧为主，釉质温
润、莹玉透活，颇有宋钧风格。20世纪70年

代，钧瓷匠人在工艺操作上以手工为主，整
体作品厚重。20世纪80年代，以禹县国营
瓷厂、钧瓷一厂、钧瓷二厂等为代表，将钧瓷
艺术推向了空前繁荣，使其赢得了“国粹钧
瓷”“华夏瑰宝”等盛誉。20世纪90年代，分
属国有、集体性质的钧瓷企业历经改制，一
批热爱钧瓷的艺人主动打破铁饭碗，自筹资
金建窑建房，钧瓷企业呈现出百家齐放的良
好局面。

禹州钧瓷产业现状

2008年，钧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钧瓷烧制
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备选名单。自此，钧瓷烧制技艺确
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及县级非遗传承人，
建立了研究机构和各种形式的展览馆。

为加强人才队伍培训，扩大宣传交流，
增强融合发展，禹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制定
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制技
艺》“三年行动计划”，以传承为根本、以发展
为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的“钧瓷+”活动，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截至目前，

禹州市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国家
级4人、省级17人、市级61人、县级110人，
有国家级非遗和文化产业基地5家，各类省
级非遗和文化产业基地10家，省级示范性
展示馆、传习所7家。

禹州市坚持古镇保护、文化挖掘和钧瓷
烧制技艺创新并重，恢复敬祭窑神、开窑仪
式、赛“擂铜器”、唱“对台戏”、猜枚大赛等民
俗表演，把神垕建设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融合”，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钧瓷特色
小镇，神垕镇也成功入选国家级经济发达镇。

禹州市政府引入社会资金50亿元打造
钧瓷文旅小镇，建成了以钧瓷生产、研发、销
售为主要内容，集作品展示、制作体验、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钧瓷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该产业园区连续三届荣获“河南省重点
文化产业园区”称号，被授予“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消费示范区”。

禹州钧瓷对外开放情况

禹州市以钧瓷文化旅游节为平台，按照
提升办会档次、丰富办会内容、加大宣传力
度的原则，不断提升钧瓷的品牌影响力：持

续举办“钧窑万彩——钧瓷非遗文化全国巡
展”“中国钧瓷文化四海行”等活动，组织优
秀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参加国家级非遗博
览会等活动，打造钧瓷文化观光游、体验游、
研学游等旅游线路和景点20余个，在学习
强国、许昌日报等媒体开辟非遗专栏。

按照“三名一化”即突出名家、名窑、名
品，禹州市打造钧瓷文化品牌发展战略，推
动钧瓷产业品牌化、精品化、差异化发展，钧
瓷的品牌带动力不断提升，国礼重器不断
涌现。钧瓷作品110多次被选作国礼，在
东盟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上合峰会、奥
运会及国家领导人出访等重大外事活动中
赠送给外国政要，一大批钧瓷珍品被国家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联合国总部等机构和国内
外收藏大家收藏。其中，孔家钧窑钧瓷作品
连续17年被中国—东盟博览会作为国礼赠
送出席的十国领导人；2019年“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会址——北京国际都会雁栖湖永
久收藏展示的58件钧瓷珍品；2021年，金
鼎钧窑《上合樽》被选为上合组织国礼。钧
瓷已成为禹州乃至河南走向世界的一张国
宝级文化名片，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郭明瑞文/图

花瓷瑰宝出鲁山
鲁山花瓷始于汉，盛于唐宋，距今有1400多

年的历史，有“钧瓷之源，汝瓷之母”之美誉，是鲁
山灿烂文化的瑰宝，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项目之一。

离鲁山县城不远的段店，是鲁山花瓷发祥
地，在这里，工匠们发明创造了二液分相釉，烧制
出了黑底、乳白、蓝三色一体的瓷器，打破了传统

瓷器单色釉的格局，结束了中国陶瓷史上“南青
北白”单色釉瓷器的历史。

出土的羯鼓残片证明，正是段店烧造出了现
存故宫博物院的那件孤品——唐玄宗宴乐时亲
自击打的羯鼓。此时的鲁山花瓷，已成为唐代宫
廷御用瓷器，为宋代钧瓷、汝瓷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鲁山花瓷的艺术特色是黑釉、黄釉、天蓝釉、
黄褐釉、茶叶末釉上装饰天蓝或月白色的斑点、
斑纹，色彩天然造化，大片彩斑任意点抹，有厚
重、沉稳、恢宏、庄严之感，同时硬度、耐磨度很

高，受到陶艺界的大力推崇。
据鲁山县志记载，1949年，鲁山

梁洼一带有瓷窑47座，年产民用瓷器
368万件，1950~1955年共生产民
用瓷器2390万件；1955年，梁洼
一带40家私营瓷器作坊合并，成
立了陶瓷生产合作社，主要生产
民用瓷器；1988年，梁洼一带
共有瓷窑39座，从业人员279
人，年生产各种瓷器13万件，
为鲁山花瓷的发展传承作出
了巨大贡献。

最爱是鲁山花瓷
袁留福出生于鲁山县马楼

乡官庄村，自幼对陶瓷情有独
钟，对鲁山花瓷尤其热爱。从
1995年开始，他就经常到段店村
收集出土的花瓷碎片，为前人的陶
艺着迷。之后又到神垕、景德镇、龙

泉等全国各大名窑走访学习，拜访陶瓷烧制艺
人。神垕、景德镇、龙泉等地，他不知跑了多少
次；名师孟树锋、任星航、刘建军等，他记不清请
教了多少回。外出拜师、虚心求教，袁留福收益
颇多，从选料、练泥、拉坯、修坯，到上釉、烧制、温
度，他都潜心研习，一丝不苟，由门外汉慢慢地成
了行家里手，并成功恢复了鲁山花瓷传统器型的
烧制工艺。

2012年，袁留福发起成立鲁山县段店花瓷
研究会，注册登记了鲁山县段店花瓷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发有限公司，并建造了集收藏、鉴赏、教育

及传承功能于一体的鲁山花瓷艺术馆。
从事鲁山花瓷制作近30年，袁留福始终突

出挖掘鲁山花瓷的历史文化，收集整理从唐代
至今有关鲁山花瓷的典籍资料，探索鲁山花瓷
的复仿工艺，坚持传统器型手工制作、烧制，随
意而施的斑釉加上窑变，釉色气韵天成，釉面平
整呈立体效果，重现了唐代器型厚重、大气的风
格。

在恢复传统烧制技艺的基础上，袁留福还结
合现代审美，研发公众拿来即用的实用瓷器，让
艺术生活化，让生活艺术化，让昔日的宫廷用瓷
走入寻常百姓家。他的新产品更是锐意勃发，造
型别致的茶具、餐具等日常用品，极具地域特色
的文创旅游器型——大将军峰、文创鹰城杯、墨
公茶具等，先后获得国家专利20多项。

特别是他创新研发的瓷器釉色烧制工艺受
到社会各界好评：茶具外观保留花瓷黑蓝釉色，
杯内的翠绿釉色清新淡雅又不失传统花瓷的厚
重。设计烧制的“莲莲如意杯”上半部微束，给人
以杯体的流畅和立体感；杯内壁施白釉，凸显茶
汤原色纯正，更增饮欲；把变形“如意”作为杯握，
从外观、握力、稳杯等方面给人舒适、安全感；杯
底微收，配以如意纹，更显高雅古朴；装饰釉由洒
施变为点施，避免造成高温釉液流淌。作品给人
以美幻苍穹之遐想，成为河南省第六届华侨华人
中原经济合作论坛设计的礼品杯。

非遗技艺终可传承
袁留福师古而不泥古，善于在挖掘中传承、

在传承中创新，先后取得国家陶瓷烧成二级技
师、省中级工艺美术师证书，获得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省工艺美术大师、鹰城大工匠、中原大工
匠等称号，撰写的《浅谈鲁山花瓷在当代的创新
发展之路》被国家级杂志《神州》刊用。故宫博
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王
锡良、周国桢等在鲁山考察了袁留福花瓷产品
生产时都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他是一位“可塑
之才”，将对鲁山花瓷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袁留福创办的
鲁山花瓷艺术馆被省美术馆授予鲁山创研基
地，被省文化和旅游厅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基地”，创作的花瓷产品漂洋过海，
被法国、德国、意大利等 18个国家和地区收
藏。传统作品《花瓷腰鼓》入驻韩国安东艺术中
心，《双龙瓶》获第十四届海峡论坛“两岸文化寻
宝”特殊贡献奖，《金山水韵》在献礼新中国70
年——中原陶瓷文化艺术大奖赛中荣获一等
奖，《水滴》在第十一届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
中获得金奖。

2021年，袁留福被中国陶瓷协会授予“十三
五”科技创新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2年，省总
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文命名第
六届中原大工匠，袁留福榜上有名。

非遗艺术的传承与光大，需要一代一代沿袭
下去。如今，袁留福的鲁山花瓷人才后继有人，
以袁伟瀚、袁嘉伟、袁源、赵鲁楠等为代表的“袁
家军”正孜孜以求，继往开来，续写着鲁山花瓷创
新发展的绚丽篇章。

●柴战柱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中国传统工艺大师，中国轻
工大国工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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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起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阳峪绞胎瓷
地方标准，多个作品被50多个国内外博物馆珍藏、3次入编九年义
务教育《美术》教材。

●宋向元 省陶瓷艺术大师，传统手工艺大师，中原技能（陶艺）
大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
汝瓷世家，拥有外观设计专利21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注册商标2
个、顶级域名2个，拥有理论研究成果4项，作品多次荣获行业金奖。

●张学昆 鹤壁化妆白瓷传统烧制技艺传承人，作品多次参加国
内外陶艺展并获奖，被多所艺术院校永久收藏，其中《七品芝麻官》获
河南省文化厅第二届中原文创之星大赛金奖，《白地黑绘缠枝牡丹梅
瓶》获第六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会金奖，《刻花红茶泡》获
2022河南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一等奖。

●郗奎奎 省陶瓷艺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师从李晓涓大师学习汝瓷烧制技艺20余年，作
品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其中特等奖2次、国家级金奖5次、国家级
一等奖1次、省级金奖4次。参与研发汝瓷创新，获得发明专利5项、
外观专利15项。

●刘光甫 省陶瓷艺术大师，河南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省中原青
年拔尖人才，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省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负责人。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2项、省市级教学科研项
目21项、横向项目4项。参编著作8部，拥有专著4部、发明专利3
项。

●王文珂 省工艺美术大师，省陶瓷艺术大师，许昌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钧瓷烧制）代表性传承人，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全国轻工
技术能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1年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
富安门下学习手工成型（手拉坯）制作，作品《桃洗》《渣斗》《三足乳
钉》在第四届河南省钧瓷窑变艺术创新大赛中获评金奖。

●李俊锋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制技艺[神前唐钧烧制
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省陶瓷艺术大师。从业
30余年，先后研发烧制出经典唐钧釉系黑釉、白釉、黄釉、蓝釉等单
色高温窑变瓷，恢复唐钧油滴釉、唐钧酱红釉、木叶烧制技艺，研发出
唐钧玳瑁釉等单色釉产品，作品被多家陶瓷博物馆永久收藏。

●李冰 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手工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郏县金镶玉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获得“全国乡村文化
和旅游能人”称号。潜心研究金镶玉核心工艺技术特点，作品多次荣
获金奖，其中《富贵天坛》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国艺杯”金
奖。

□张继中

朱仙镇木版年画源于汉唐壁画艺术，由“桃符”演变而
来，兴盛于宋，鼎盛于明清，被誉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鼻祖。

朱仙镇木版年画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艺术风格独
特，构图饱满，形象夸张，线条粗犷，色彩鲜艳，人物无媚态，
具有北方独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历经多年发展，目前朱仙
镇有木版年画一条街、一家个体木板年画博物馆、一家木版
年画馆和木板年画长廊、木板年画码头、木版年画广场，有
老字号木板年画作坊万同、天成、老天成、天义德等22家，拥
有国家级传承人2人、省级传承人3人、市级传承人3人、县
级传承人13人。2002年，朱仙镇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艺之乡”；2008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2006年，朱仙镇木版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更好地实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开封市
先后组织河南省木版年画技艺大赛、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
画杯”技艺大赛等，鼓励引导新生代投身木版年画事业。目
前，朱仙镇木版年画科技创新项目已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
化，手工印制红底木版年画进入市场，创造了经济效益，实
现了创新木版年画为本身造血的功能。

乡村非遗

□王新军文/图

《华夏之花》是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仰
韶瓷系列茶具中的一款，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花瓣
纹曲腹盆为基础造型，手工雕刻后施以仰韶绿釉烧制而
成。整套茶具造型古朴大方，线条优美流畅，釉色清丽独
特，既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古老韵味，又融合了
现代设计理念，既是对仰韶文化的致敬，更是传统文化与
现代审美的一次创新融合，赋予了仰韶古老文化新的生命
力，提供了一个欣赏传统与现代交织美感的视角。

朱仙镇木版年画

本报讯（记者郭明瑞）6月15日，由河南省玉石文化产
业协会、镇平县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
办的“澄澈光莹 映物见心”——当代水晶雕刻艺术家作品联
展在郑州市兰德中心开幕，被业界誉为“水晶雕刻第一人”
的仵应汶大师前来助阵。

据了解，此次联展多为王东光、朱仁尊、李锁、石磊四位
水晶雕刻大师的倾情献作，四位均从师仵应汶大师，拥有不
同的雕刻风格和体悟思想，是业内首屈一指的水晶雕刻艺
术家。此次雕刻作品展览时间为2024年6月15日至6月
30日，共展出精雕水晶摆件19组，各类玉石挂件、珠串300
余件，另有无雕刻素件水晶以及其他工艺美术精品。

当代水晶雕刻艺术家作品联展
在郑州举办

行业动态

瓷火柴战柱作品 断桥残雪（汝瓷玉璧）宋向元作品 花开富贵（鹤壁窑化妆白瓷）张学昆作品

福源瓶 郗奎奎作品 绽放刘光甫作品

平安如意李冰作品龙儿簋王文珂作品 四喜罐（玳瑁釉）李俊锋作品

袁留福作品袁留福作品 灵妙宝山灵妙宝山
袁留福在潜心创作袁留福在潜心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