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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大师风采 紧跟市场20多年，勇于担当，开拓创新，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国际名人政要——

李治国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花开

仰韶时代的文化自信 佳作欣赏

见

本版统筹：郭明瑞
电话：13103841205（同微信号）

四方来财如意罐

非遗

□张翠芳 文/图

豆绿釉，作品采用汝

州当地原矿汝瓷泥料，纯

手工制坯，历经 70 多天

精心修坯，施以正宗汝瓷

玛瑙釉料，经 1300℃高

温烧制而成。造型凝重

雄奇，端庄典雅，釉色饱

满莹润，翠脂欲滴，经典

蝉翼纹开片均匀细腻，展

现了汝瓷的独特风韵。

器型上方为4个古钱币，坐落东西南北4个方位，寓意四方来

财，财源滚滚，下方是中国古代四大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有驱走妖魔鬼怪保佑平安、镇宅辟邪招财纳福之意。

王氏麦秆画

钧青才俊陶瓷美学创意展在神垕镇举办

行业动态

●杨云超 中国陶瓷工艺大师，中国传统工艺大师，河南

省陶瓷艺术大师。1983年至1988年，参与并成功研制出汝瓷

天青釉和汝瓷月白釉，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的空白。主持研

发的汝瓷仿古十八件工艺，汝瓷粉青釉、汝窑日用瓷无开片技

术等通过专家成果鉴定，并获得专利41项，其作品被国内外

多家博物馆及耿宝昌等专家、名人收藏。

●李廷怀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获中原陶瓷文化艺

术终身成就奖、2023胡润全球陶瓷榜极具影响力陶瓷艺术大

师等荣誉。成功研发出汝窑天青、卵青等7大釉色2000多个

品种，作品《豆绿釉·富贵团寿盘》入选教育部2013年审定、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美术教科书。

●张逸人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陶

艺第二十二代传承人。2015年组织召开洛阳紫砂历史与发展

专题研讨会，其作品“洛阳紫砂”公开亮相，被誉为“洛阳紫砂

第一人”，创立的“山黛堂”品牌紫砂壶获“新安六宝”荣誉称

号。创作的牡丹仙子紫砂壶系列产品被认定为“河南礼物”，

部分作品被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开罗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胡忠成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中

原陶瓷名匠，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享受

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坚持原产地汝瓷特色，依据不同行业，采

取“一企一型”独立知识产权设计，推出个性化高端定制模式，开

发出汝瓷茶器、餐具和便携式主人杯、伴手礼等适销礼品。

●李志强 中国传统技艺大师，全国乡村工匠，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中原陶瓷文化产业领军人物。30年来一直研究复

烧汝官瓷，对玛瑙的应用、挑选、加工、用法和用量有独到之

处。作品先后获奖7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篇，6项作品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专利。

●张克相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作品以工艺异常复杂的冰

裂纹为主，创作的《十二生肖香薰》《莲花温碗》等160余种古

瓷作品造型庄重古朴，艺术风韵十足，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王忠全 高级工艺美术师，红色经典传承人，知名钧瓷

文化学者。2005年出版《中国钧瓷欣赏》，首次提出“共和国

官钧窑”概念，学术论文《“卢钧”与“炉钧”辨析》将卢钧开始烧

制时间向前推进三四百年。收藏涵盖古代与当代钧瓷作品数

千件。

●张振福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周口市十大杰出青年，周

口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3次获河南省民间工艺最高奖金鼎

奖，泥塑作品《黄河娃》入编全国美术教科书，《抱花瓶的少女》

《九妹》获第四届河南省钧瓷创新大赛金奖，丹钧泥塑《今天的

收获》荣获第十一届“大地杯”中国陶瓷创新设计大赛金奖。

□杨拴朝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

文化的统称，因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仰韶文化的发

现，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纪元，拉开

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序幕。100多年

来先后发现的 1万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星罗

棋布于黄河流域，充分表明了仰韶时代长达

2000年的繁荣。

仰韶时代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制

陶技艺上，这个时期出现的慢轮制陶技艺

——轮制修整使陶器更加规整，器型更加多

样，彩绘形式更加流畅飘逸，各大遗址陆续

出土的精美彩陶不断刷新我们对原始艺术

的认知，成为仰韶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

仰韶早期的半坡类型彩陶线条古拙质朴，稚

趣盎然，以鱼纹为代表的写实风格成为主

流。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彩陶，彩绘艺术

从写实转为写意，多以曲线、圆点、弧边三角

为主体元素构成，又融入了律动、均衡、重复

和强弱节奏的变化，每件器物的彩绘各不相

同，图案变幻多姿，线条飞舞灵动，其深邃典

雅、绚丽多彩的艺术特征奠定了史前彩陶艺

术的发展基础。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出现的圆

点纹饰，在实验考古中经过反复论证，疑为

仰韶陶工的手印。后经司法鉴定机构痕迹

鉴定专家对多件文物陶片上的圆点纹饰进

行科学鉴定，在圆点上都发现有指纹印记，

鉴定结论确定为人类按制的指印。因此，指

印纹饰就成为仰韶彩陶实验考古中的一个

重要发现。

指印纹饰在庙底沟彩陶中的大量应用，

应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早期可能

是仰韶先民在制作陶器或进行彩绘时无意将

指纹或指印留在了陶器上，后来随着时间的

推移，又发现指纹或指印的美感和独特性。

仔细研究彩陶上留白处的指印，笔者认为，由

于远古制陶业的发展，不同部落及不同陶工

间也难免竞争，为区别各自的作品，就特意在

彩陶上留下指印记号。这些庙底沟类型彩陶

上的指印纹饰，在早期并无分布规律。其后，

随着原始审美意识的不断增强，陶工又将指

印融入彩陶构图，形成了指印法彩绘，也可称

为“指印术”。指印圆点从最初的散点发展成

为彩陶画面的轴心，并逐渐升华成庙底沟类

型彩陶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庙底沟

类型彩陶作为原始艺术的巅峰之作，充分印

证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纵观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手工业，制

陶技艺较为先进，彩陶制作较为成熟。该时

期虽然器物种类多样，但其中一种以简约朴

实为特点的曲腹盆尤为兴盛，并始终在庙底

沟文明影响范围内形成核心器型流行。这

种以大口、鼓腹、小底为主流的彩陶造型，彰

显出庙底沟先民早期的哲学思想：敞口象征

着开放，曲腹象征着包容，小底象征着内敛

和谦恭。由曲线、指印、弧边三角等纹饰构

成的彩绘主体元素，以两方连续形式进行布

局彩绘，体现了早期华夏文化的连续性和创

新型思维，特别是大量指印纹饰的出现，是

仰韶文化庙底时期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是

庙底沟时期社会蓬勃发展的精神象征和强

劲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特性的真实写照。

在黄河中游成长的仰韶文化海纳百川，

生生不息，以强大的生命力向四周辐射。特

别是在庙底沟时期，以彩陶文化为凝聚力和

向心力的影响范围不仅在整个黄河流域，甚

至在长江流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

化，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西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都可以看到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的影子，这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

“庙底沟现象”，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

成，奠定了史前中国的发展根基，成就了华

夏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大融合。

仰韶先民“按指为印”的制陶方式和庙

底沟类型彩陶上的指印纹饰，与之后红山文

化、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指纹画，共同形成

了人类早期运用指纹的雏形，独特的指印文

化经过数千年洗礼，至今仍在传承使用，比

如按指印、签字画押这种古老的标识方法。

仰韶先民在制陶彩绘中的原创艺术，推动了

华夏民族艺术的发展，开启了人类指纹应用

的先河，成就了数千年绵延不绝、世代传承

的指印文化，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自信的雏形

和源头。（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仰韶文化
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报记者 郭明瑞 文/图

麦秆画始于秦汉，兴盛于唐宋，一度被列为皇室专用，

从明清流行至今。用麦秆拼贴、编织出的茶杯垫、提篮、蝈

蝈笼子以及各种头饰等贴画至今仍风靡豫北。

王氏麦秆画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清丰王氏一族从

事麦秆画制作，至今已逾600年历史，以口传、心授与手把

手教的方式进行技艺传承。第十五世传承人王华平珍藏的

王氏明朝初期传世麦秆画，是截至目前国内保存时间最长

的麦秆画，可谓弥足珍贵。

王氏麦秆画擅长排丝、切刻镂空、切贴镶嵌等粘贴技法，

用植物胶粘贴的佛像、渔樵耕读、金玉满堂等吉祥贴花是其

典型代表作。随着社会发展，王华平在继承王氏传统古法技

艺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象征祥瑞、祝福寓意及文化内涵深远

的图案，结合现代审美情趣，创新了从平贴到多层次、浮雕式

立体造型，瓜子壳与麦秆综合画，陶瓷麦秆画、瓷盘麦秆画等

数十种新技法，极大地提高了麦秆工艺的艺术渲染力。王氏

麦秆画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并赠予国际政要，多幅

作品被教育部编辑录入中小学美术教材，荣获100余项国际

国内大奖，为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郭明瑞 通讯员暴风云）7月13日，新非遗

——“青力青为 筑梦未来”钧青才俊陶瓷美学创意展在禹州

市神垕镇开幕。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钧

瓷艺术青年发展委员会组织筹办，汇聚了近30位青年陶艺

人的200多件精品。这些作品或古朴典雅，或融入新元素，

表达了创作者的独特思想和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钧瓷发

展的美好愿景。本次展览时间为7月13日至8月29日。

此次创意展旨在鼓励青年人解放思想，以更加开放和多

元的视角审视艺术，汲取灵感，丰富创作内涵，敢于尝试新技

法和设计新理念，不断突破自我，创造出更多的钧瓷佳作。

李治国 大唐李治国牡丹瓷创始人，洛阳鼎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洛阳

市洛龙区唐窑白瓷工艺品厂总设计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白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河洛工

匠，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2019河南文化产业先锋豫匠代表人物，2023年度中原陶瓷

行业社会责任陶瓷名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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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明瑞 通讯员 炊盼盼 文/图

勇敢追梦敢为先
不忘初心严律己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李治国，大学毕业后

入职洛阳一家有影响力的国企工作。由于踏实

肯干，表现出色，很快从一线工人升级为管理人

员。一段时间后，李治国偶然间发现洛阳的旅游

文化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便有投身工艺礼品

市场的冲动。

2002年，李治国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在

龙门石窟景区外开设了一家专卖洛阳特色礼品

的小店。当时，他率先大胆购进新潮礼品，引得

其他商家纷纷效仿，当大家都售卖同款礼品时，

他又开始研究琢磨新兴礼品。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李治国认识到工艺礼品

市场想要持续领先发展就必须创新。牡丹是洛

阳的城市名片，洛阳又是陶瓷文化的主要发祥

地，若能将牡丹文化与我国传统陶瓷文化融合创

新，开发出形象逼真、花色自然、叶脉清晰可见的

牡丹瓷，一定可以成为洛阳工艺礼品市场的宠儿。

2005年，李治国与妻子成立洛阳鼎唐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大唐李治国牡丹瓷研究院，开始

学习、研发、制作牡丹瓷艺术品。

当时，洛阳牡丹瓷市场竞争激烈，有些品牌

已经声名远扬，作为新手的李治国借着独特的经

营理念，经过无数次的研发、烧制、运营后，很快

在当地乃至国内外工艺礼品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李治国及其团队制作牡丹瓷的技艺受到市场和

业内人士的肯定。

跟随市场发展
弘扬洛阳文化

伴随着洛阳礼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细分

态势越来越明显。李治国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陶

瓷技艺，又了解市场发展情况，决定走单独研发、

制作工艺瓷器的道路。

牡丹是洛阳的城市符号，以牡丹花为原型，

李治国有了研发、制作陶瓷牡丹花的构思。在父

亲的支持和帮助下，第一朵陶瓷牡丹花在李治国

手中“盛放”，从此开启了他与牡丹瓷的不解之

缘。

经过两年多的研发，李治国的制作技艺已相

当成熟，牡丹瓷系列产品受到市场和业内人士的

肯定，出口到日本、韩国及非洲、欧洲等十几个国

家和地区，多次被作为国礼赠予国际名人政要，

被世界文化艺术机构争相收藏和展示，大大提升

了品牌的知名度。

李治国狠抓产品创新、工艺质量，坚持精益

求精的理念，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知名大赛，

2018年获得第五届中国（东北亚）森林博览会金

奖，2021年获得鹤壁中原文博会器以致用生活

陶艺美学展金奖，2023年 9月入选商务部、中宣

部等六部委中国好礼推荐产品。2024年 2月，

大唐李治国牡丹瓷被评为2023年度郑州天下收

藏匠心品牌。

技艺入选非遗
传承创新并进

2018年 8月，大唐李治国牡丹瓷白瓷烧制

技艺入选洛阳市洛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此，李治国带领研发生产团队，坚持工艺创新、

技术升级，先后攻关、研发、升级换代了30多款

产品，实现一项技术革新。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来临之际，河南省

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在世园会河南馆的主迎宾墙

上安装一批单朵花冠直径60厘米的大牡丹瓷。

要知道，制作直径30厘米左右的牡丹瓷难度就

已经非常大，现在要制作直径60厘米的牡丹瓷

几乎不可能完成。李治国带领研发团队不畏艰

难、彻夜攻关，几十次调整技术方案、创新烧制工

艺，终于在半个月之后，做出了合格满意的产品，

如期安装在了世界园艺博览会河南馆的主迎宾

墙上，受到了主办方、中外国家领导人以及嘉宾

的高度赞誉。

2018年以来，李治国先后申报并获得了 5

项国家专利，并全部应用、实施于生产。据统计，

洛阳鼎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生产出

近1.2万套专利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为了传承白瓷烧制技艺，李治国先后带授徒

弟16人，主持技术培训120余人次。他常说：“只

有不断做各种尝试，探寻各种材质与工艺间结合

的可能性，才能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的器物。”

心系文化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

李治国作为一名企业家，心系洛阳的城市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提出的《关于我市文化和

旅游产业沿伊河、洛河两岸融合集聚发展的建

议》被民建洛阳市委选为集体提案上报洛阳市

政协。

洛阳文化旅游业发展蓬勃，伊河、洛河两岸

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更加凸显。李治国在该建议

中指出，第一，科学规划，强化顶层设计；第二，打

造环伊河、洛河两岸文化旅游聚集走廊；第三，深

层挖掘文化内核，加强开发创新，打造文化旅游

知名 IP；第四，政策支持，营销宣传合力，推动文

化旅游发展上新台阶。

李治国表示，打造环伊洛河两岸文化旅游走

廊，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有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专家的科学规划设计，企业、社会的共同参

与，洛阳文化旅游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期，谱写出更加生动的美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