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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早生产瓷器
的国度，是世界瓷器的发
源地。豫西鲁山更是中国
陶瓷的集散王国。钧瓷、
汝瓷、官瓷等多个瓷种从
这里诞生，成为中华文明
的耀眼奇葩。被称为“钧
瓷之源，汝瓷之母，官瓷
之祖”的鲁山花瓷则是这
诸多瓷种的鼻祖。

鲁山花瓷的故事

鲁山花瓷从夏代制陶开始，汉代
成瓷，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原产地鲁
山段店，距今已有 4000 多年历史。
鲁山地处中原，制作陶瓷的资源丰
富，唐宋时期，鲁山段店窑口林立，
作坊密布，生产的瓷种以黑底蓝白斑
(也有酱褐色地蓝白斑、茶叶末地蓝
白斑、月白、天蓝、天青地黄褐斑
等)的花釉瓷为主，还有黑瓷、酱釉
瓷、月白、天蓝、天青、三彩瓷等，
规模大，品类全，花样多，工艺精
湛，历史悠久，为中国陶瓷史上所罕
见。

鲁山段店是鲁山花瓷的集散地和
生产销售中心，各地商贾络绎不绝，

“清凉寺到段店，一日进万贯”，记录
了当时的繁荣盛况。

鲁山花瓷古窑址位于鲁山县梁洼
镇段店村，遗址总面积 77 万平方
米，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存世的鲁山花瓷完整器型不
多，一件出自段店窑的完整花鼓存放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英国大英博物馆
存有少量的花瓷珍品，民间存量极
少。

据考证：段店窑先于汝官窑、禹
州钧窑，是汝瓷、钧瓷的发源地。因
其主要瓷种花釉瓷呈黑底、淡蓝和乳
白色斑花一器三色的特点，被陶瓷界
称之为花瓷、花釉瓷。由于鲁山花瓷
始于夏，盛于唐宋，故被业界称为唐
代钧瓷、黑唐钧、唐花钧。国外也称
其为“黑钧”。

鲁山花瓷是我国最早的高温窑变
釉瓷器。其特征以“厚”著称：胎体
敦厚、坚实、牢固，富有定力；釉层
肥厚，富有质感；器型丰满、浑厚、
凝重、豪放；厚润典雅，古气盎然，
不着意玲珑，但必求豪放和恢弘。其
色细润、绚烂、飘逸、灵动。珍稀绝
妙之处更在于其二液分相釉的技巧，
黑地之上奇妙的淡蓝、乳白色斑花皆
为自然窑变而成。两色斑花，多少不
等，大小不一，或规整，或飘洒，或
流淌，似任意点抹，纵情泼洒。无刻
意之气，无规律可循，超然洒脱，自
由活泼，毫无定势。入窑一色，出窑
万彩，同一器型，绝无同状。斑花与

地釉颜色对比强烈，清新典雅，生动醒
目。有的像几片树叶，有的像一块泼
墨，有的像一幅书法，有的似云朵，有
的似浪花，有的像山峦，有的似布，奔
放不羁，浑然天成，变化莫测，巧夺天
工。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情趣，给人以
自然飘逸、酣畅淋漓的艺术美感。整器
简洁明快、圆浑大气、洒脱超逸，合天
地之自然，去造作之矫饰，张厚润恢宏
之庄严。可谓“黑釉蓝白一火成，神钧
开颜花千形，可参造化先天秒，无极有
来太极生。”其艺术风格充分展现了大
唐盛世的博大胸怀、开放自由的灿烂文
化和充满活力的国体民风。

段店窑是唐朝贡窑，鲁山花瓷是唐
代宫廷御用贡品。唐南卓《羯鼓录》记
载，唐玄宗酷爱花瓷，犹爱鲁山花瓷

“花鼓”，曾与宰相宋璟谈论鼓事时说:
“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元代吴
莱《明皇羯歌》有“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
花瓷闻献躁”的著述，把鲁山花瓷与一代
名相宋璟的品格相提并论；当代著名收
藏家、陶瓷鉴赏家马未都先生的《马未都
收藏陶瓷篇》中有“鲁山花瓷在中国陶瓷
史上意义非常重大”；众多当今陶瓷界专
家都予以高度评价。

鲁山人王群成与鲁山花瓷

鲁山花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鲁山先民创造的中华文明的宝贵
财富。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因元代中原战乱走向衰落，以致至晚
清濒临断代。为了挽救这一濒临失传的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近年来，自幼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王
群成先生开启了复兴鲁山花瓷的漫长之
旅。

王群成先生是本乡本土的鲁山人，
出生于书香世家，祖辈就有收藏瓷器、
字画等艺术品的优良传统，尤其对唐宋
时期的陶瓷文化喜爱有加。老一辈潜移
默化的熏陶使他自幼酷爱陶瓷艺术，还
在他不懂事的孩童时期就经常上山挖回
各种土质的泥巴，模仿祖传下来的瓷器
和入墨水板捏成型，放进自己挖的小土
洞里仿烧瓷器，满身泥浆、满脸烟灰的
小脏人就是他儿时的写照。

一次，他偷偷地把家里收藏的一件
唐代花瓷拿出来和自己烧的“作品”比
较，不小心掉在地上摔了一个大缺口，
因此还挨过父亲的一顿毒打。但他痴心
不改，上高中时就注意涉猎有关瓷器的
知识。复员后，本可以在乡政府安排一
份体面的工作，但他力排众议，毅然决
然开始从事研究濒临断代的唐代鲁山花
瓷的恢复工作，他阅读大量的陶瓷文
献，无数次到各大产瓷区学习考察，无
数次深入段店花瓷遗址收集花瓷残片进
行分析研究、到科研机构进行化验、拜
谒陶瓷专家学者。期间，因没有经费，
曾节衣缩食，几年不买一件衣服，出差
熬过通宵、睡过车站，一天只吃一顿饭
是常有的事。练泥、配釉、拉坯、注
浆、试烧、分析、研究，浑身泥巴，满
面烟灰，通宵达旦。为了这件事，他几
乎花光了妻子本来就难以为继的工资，
经常备受妻子的埋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0年的不
懈努力，他终于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

关，2012年，位于露峰脚下的“河南
尧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鲁山花瓷传承基
地”拔地而起。2014年第一批复原的
鲁山花瓷烧制成功。10年来他先后复
原和传承传统器型1000余种，创意器
型500余种，开发日用瓷茶具、餐具、
酒具及文房用具300余种。产品涵盖传
统摆件、创意摆件、雕镂系列、能量瓷
茶具餐具酒具、文房用具和旅游产品6
大系列。公司被评为“中原陶瓷行业明
星企业”“特色文化基地”，“尧神古
窑”被命名为“中原名窑”，产品被评
为“十佳中原贡品”，100余件作品获
国际国内大奖，学术论文《鲁山花瓷艺
术特点浅析》《浅谈鲁山花瓷传统工艺
与现代审美特征的完美结合》在《中国
陶瓷》杂志发表。他本人也被评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鲁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人，
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为高级工艺美术
（陶瓷）师，被人社部评为一级/高级技
师，被河南省陶协评为中原陶瓷行业领
军人物，并担任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
理协会副理事长、鲁山县政协委员、鲁山
县民协常委。2020年又荣获“中原人最
喜爱的陶瓷艺术家”称号。

已是“耳顺”之年的王群成先生最近
又研制出了多色釉料，创造了多层施釉的
新技法，在鲁山花瓷传统的黑底上施以多
层釉料，表现出多种色彩，突破了传统鲁
山花瓷黑底蓝白斑的固有色调，使其呈现
出丰富多彩的精彩画面。他将各瓷种艺术
特点和表现技法相融合，将现代文化元素
融入传统的造型艺术之中，创作出了各具
特色的花瓷新作，使鲁山花瓷呈现出了
更加璀璨的光彩。

神秘的鲁山花瓷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靳燕

花鼓，唐曰羯鼓，亦称腰鼓、拍鼓，古打击
乐器。是唐代宫廷贡品，鲁山花瓷的代表作品。
尧神重器“宫廷御鼓”，从中华龙文化中汲取灵
感，妙手偶得，在保持大唐御鼓工艺的基础上浮

雕龙凤，体现着中华民族龙的精神。龙凤献瑞，
风调雨顺，天地人和，四海升平，使这款国宝级
珍品得以艺术的再升华，成为传承与创新、粗犷
豪放与精美华丽的经典新作。

宫廷御鼓宫廷御鼓

1944年2月15日夜，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政
治部主任张文碧带领近千名指战员，
离开鄞西（鄞县）石塘，向北转移，来到
了姚江大西坝渡口。三支队支队长余
龙贵率突击排偷渡姚江时，被伪军宋
清云部发现，部队边激战边快速强渡
姚江，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胜利冲破
姚江封锁线。

渡过姚江后，我军立即越过杭甬
铁路已经废弃的路基，向三北地区转
移。夜幕中，行至伪军新设的据点汶
溪的街口，前卫部队“拿”掉据点哨
兵，部队跑步通过。脚步声惊醒了敌
人，双方发生交火。慑于我军的勇猛
作战，伪军在黑夜里不敢正面应战，
只是躲在围墙后面不断放枪壮胆。是

夜，部队宿营于汶溪秦夹岙。
16日清晨，部队翻越秦夹岙岭，过

桃花岭到达金沙岙，进村不久即遭日伪
军袭击。三支队迅速占领金沙岙村海拔
约365米的望海尖和海拔约380米的塔脑
山，居高临下迎击敌人。“这场战斗给日伪
军很大的杀伤，掩护了纵队司令何克希、
政委谭启龙和司政机关人员安全转移到
三北根据地，也使浙东纵队化险为夷，转
危为安，渡过了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保
存了实力。可是战斗也给队伍带来了不小
的损失，当时浙东游击纵队负伤19人，牺
牲12人。”说起那段历史，村里的老人袁
松才头头是道。

已经75岁的袁松才一直以来都对历

史很感兴趣，退休后，更是对金沙村这片
红色土地做起了研究，作为江北区新四军
研究会的成员，不断挖掘这里的红色故
事。

一个小竹篓、一把镰刀，袁松才步伐
矫健地走向山林中，记者也跟着走上了
这趟红色之旅。随着近些年游步道的修
缮，原本的山路已经铺上了石板台阶，但
山势依旧陡峭，两旁茂密的竹林成了最
好的掩护，“这条路修起来也就十年不到
的时间，以前这里就是山路，打仗的时候
更加难走。”经过了40分钟的山路，终于
走到了海拔300余米的精英石亭，“这周
围就是之前的战场，因为这里地势高，敌
人都是从各个方位向这里发动攻势。”袁

松才说，而再沿山路走10分钟，记者就
看到一个公墓，墓碑上写着“金沙岙战斗
牺牲烈士”。“这其实是一个衣冠冢，是区
政府和镇政府在2011年建成的。”袁松
才告诉记者，当年牺牲的烈士都被埋在
了山里，自己和区新四军研究会成员这
些年前前后后一共在山里找了五六次，
但都没找到烈士的尸骨。

精英亭、大斗山、望海尖、七聚亭
……沿着崎岖山路，又经过了2个多小
时，记者看到“桃花岭战斗纪念碑”。据史
料记载，1943年日军占领慈溪县城，挖
战壕、筑碉堡，控制慈镇、三北地区。桃花
岭成为新四军浙东抗日纵队的根据地之
一。谭启龙、何克希等抗日将士指挥三五
支队，常在桃花岭一带活动。1944 年 2
月，在桃花岭、望海尖一带，新四军三支
队、五支队与日伪军上千人开展战斗。

“这块碑是2013年立起来的，这真的是
我们十几个村民抬上山的。”袁松才告诉
记者，这块碑所在的位置是镇海、江北、
慈溪三地交界处，边上的桃花岭古道是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道。而这条650米
古道的修复也是在袁松才的努力下促成
的。

2009 年，退休后的袁松才回到村
里。一次偶然的机会，透过一片藤蔓野
草，他隐约看见一条青石板古道，儿时的
记忆突然被唤醒，“我当时就下了个决
心，要修复桃花岭古道。”

一年后，650 米长的古道被整理出
来了。

2011年，同村的麻松涛、叶国民、沈
国仲三位老人加入了修路的队伍。88岁
的徐永根老人，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
2000元钱捐了出来，资助给袁松才用于
修葺桃花岭古道。同年，在政府的支持
下，桃花岭上已倒塌的幸福亭重新“站”
了起来，并命名为三界亭。

红色堡垒传承英烈精神
通讯员 王溪 本报记者 鲍蔓华

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金沙村内，“金沙岙战斗纪
念碑”以一面旗帜形状的纪
念碑在苍松翠柏环绕下静静
矗立。这块建于 2005 年的
纪念碑占地约 200 平方米，
红石材质的浮雕图文生动形
象地描绘了这次英勇战斗的
场面，碑的背面则详细记述
了 1944 年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在金沙岙的战斗故事。

本报讯（记者 付裕） 日前，
由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工艺美术作
品展暨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届工艺
美术作品邀请展”启幕，展览展出
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向全国征集遴选
和特邀的近 270 件/组作品。展览
展示了当代工艺美术的新工艺、
新技法、新材料、新创意、新作
品，彰显手工“匠心匠理”，以及
具有传统价值和时代精神的优秀
创作成果。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继 2019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时代新
章——首届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
作品邀请展”之后，对打造发
现、展示和收藏中国工艺美术领
域优秀作品的展览品牌，记录工
艺美术领域的最新成果的延续和
深化，也是对工艺美术表达话语体
系的丰富与拓展。

据介绍，此次展览分为“才雕
秀出、千漆百趣、细织入微、绚璃
多彩、尽善金美、赏心乐饰”等六
个部分，展示了近 270 件/组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
集遴选的优秀工艺美术新作以及部
分知名艺术家的特邀作品。在征集
和遴选过程中，组委会遵循八点原
则和要求。一是与特定环境保持密
切联系，较好地体现栖居地环境、
习俗等特质；二是紧密关联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充分反映传承和
改良在地手工艺的文化动力与精
神；三是与在地经济发展、生活品
质转换以及生活美学提升等方面保
持一定的契合度和发展潜力；四是

倡导心手合一的创作，强调关注现实
生活，体现手作的“匠心”与“匠
魂”；五是蕴含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的工艺特质；六是注重细节，追求
完美与极致的工匠精神；七是体现再
造之美、重生之用；八是鼓励传统手
工资源的艺术跨界整合与形态重塑。

据介绍，该展览自去年开始筹
备，于 2021 年 2月正式立项并通过
中国美协官网、官微等平台对外发布
征稿，截至 6月 15日收件结束，共
收到投稿作品 2810 件，包括玻璃、
金属、纤维、漆器、首饰、织绣、雕
刻、编织八个类别。

经过中国美协在评委库中抽选专
家组建评委会，本着公平、公正、透
明的评审原则，经过规范的初评、复
评程序，以及监审委员会严肃认真的
监督，共评出240件入选作品。这些
作品坚持“心手合一”的创作理念，
关照栖居地环境和民族习俗等特质，
融合新技法、新材料和新创意，既注
重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又注重现
代美学的艺术表达，系统深入地诠释
了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不仅使古老的媒材和工艺焕发
出新的生机活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工美人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
最新尝试和探索。

此外，本次展览除展出中国美术
家协会向全国征集遴选的240件入选
作品，还特邀全国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同时展出，共计约 270 件/组。作品将
比较全面地反映当前中国工艺美术创
作的整体水平，以期展望当下工艺美
术表达体系的学术风向和时代风貌。

“知者创物”展览呈现
当代工艺美术最新成果

《城与迹》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鲁绣芙蓉双鸭
图轴是鲁绣的杰出
代表作。此件作品
以针代笔，以暗花
缎为地，用双丝捻
五彩丝线绣制。

此件作品绣工
承袭鲁绣传统，运
用了套针、打籽、
接针、斜缠针、活
毛针、擞和针、辫
子股针、平针等针
法，山石、花瓣等
仿中国画晕色手法
绣制，绣工整齐均
匀，体现出鲁绣刺
绣朴素苍劲的特
征。

此件绣品层层
晕染，线条流畅优
美，画中芙蓉、双
鸭生趣盎然，山石
花木秀丽可爱，展
现出鲁绣针线细
密、纹饰苍劲优美
的特点，突出展现
了绣品纹饰中浮雕
般的立体感。

鲁绣芙蓉双鸭图轴

鲁绣芙蓉双鸭图轴，明，纵 140 厘米，
宽5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