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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增阳 文/图

2020钧瓷生肖“鼠”主题
作品展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 前 ，
2020 钧瓷生肖“鼠”主题作品展评选
结果揭晓，共评出金奖 6 个、银奖 11
个。这些作品展现了我市钧瓷行业
生肖“鼠”的新器型、新釉色。

生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
文化，千年不衰，成为中国陶瓷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钧瓷大师们将中
国 传 统 生 肖 文 化 、贺 岁 礼 品 文 化 等
融 入 作 品 ，形 成 了 新 的 钧 瓷 艺 术 表
达形式——钧瓷生肖作品。此次钧
瓷生肖主题作品展由禹州市钧瓷试
验区办公室、禹州市文产办、禹州钧
官 窑 址 博 物 馆 、禹 州 市 钧 瓷 文 化 产
业 协 会 、许 昌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文 化 生
活部、钧瓷网、《理财收藏》杂志、金
堂钧窑等联合举办。

民 间 以 正 月 二 十 五 日 作 为“ 填
仓 节 ”。 这 是 一 个 象 征 新 年 五 谷 丰
登 的 节 日 。 填 仓 ，就 是 填 满 谷 仓 之
意 。 为 什 么 老 鼠 是“ 仓 神 ”？ 因 为
无 谷 之 仓 必 然 无 鼠 ，有 鼠 之 仓 则 仓
中 必 有 余 粮 ，所 以 仓 中 有 鼠 预 示 着
谷 仓 充 实 。 因 此 ，鼠 是 吉 祥 富 裕 、

谷 仓 充 盈 的 象 征 。 近 日 ，该 作 品 展
通过专家评审，共评出金奖 6 个、银
奖 11 个。获奖作品分别为：

金奖作品
《时来运转》（孔家钧窑）
《乾转》（金堂钧窑）
《福器》（宋元钧瓷坊）
《金鼠如意》（苗家钧窑）
《三星报喜》（土魂钧艺）
《越赚越多》（九州钧窑）
银奖作品

《五子登科》（大宋官窑）
《玉鼠纳财》（温博钧窑）
《生肖聚福系列——鼠》（贺文

奇钧瓷艺术工作室）
《鼠报平安》（正玉钧窑）
《福禄尽鼠》（金鼎钧窑）
《玉璧——生肖鼠》（珍御窑）
《高瞻远瞩》（燕俊峰钧艺工作

室）
《庚子吉祥》（晋家钧窑）
《属你有才》（华艺钧窑）
《事事如意》（凤山钧窑）
《生肖赏盘》（温博钧窑）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孔 家 钧 窑 、大 宋
官 窑 等 相 继 发 表 严 正 声 明 ，对 市 场
上 对 其 作 品 仿 制 、抄 袭 甚 至 直 接 造
假 的 情 况 进 行 说 明 ，向 钧 瓷 藏 家 和
消 费 者 进 行 提 醒 ，并 对 有 关 仿 冒 行
为 发 出 警 告 。

记 者 在 与 众 多 钧 瓷 创 作 者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了 解 到 他 们 对 仿 冒 行 为
深 恶 痛 绝 。 他 们 表 示 ，自 己 辛 苦 创
作 的 钧 瓷 作 品 一 得 到 市 场 认 可 ，很
快 就 会 有 同 类 产 品 出 现 。 一 部 分
仿 冒 者 把 别 人 的 作 品 稍 加 改 动 就
当 作 自 己 的 产 品 ；一 部 分 仿 冒 者 仿
冒 的 产 品 器 型 原 封 不 动 ，却 打 上 自
己 的 底 款 ；更 过 分 的 是 ，有 一 部 分
仿 冒 者 从 器 型 到 底 款 一 抄 到 底 ，把
低 价 仿 品 当 作 正 品 销 售 ，恶 意 扰 乱
市 场 。

毋 庸 置 疑 的 是 ，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后 钧 瓷 恢 复 烧 制 ，到 改
革 开 放 以 后 钧 瓷 逐 渐 进 入 百 花 齐 放
的 快 速 发 展 阶 段 ，钧 瓷 艺 术 又 迎 来

了 一 个 大 繁 荣 、大 发 展 的 历 史 时
期 。 如 今 ，钧 瓷 行 业 窑 口 众 多 ，钧 瓷
器 型 丰 富 、釉 色 多 变 。 同 时 ，众 多 国
礼 作 品 把 钧 瓷 带 上 一 个 更 广 阔 的 舞
台 。 但 钧 瓷 产 业 在 快 速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一 些 问 题 相 继 出 现 。 对 其 他 窑
口 的 原 创 作 品 大 肆 仿 冒 ，就 是 钧 瓷
产 业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现 实 问
题 。

仿 冒 行 为 的 出 现 ，一 方 面 说 明
被 仿 冒 的 原 创 作 品 有 市 场 、有 客 户 ，
得 到 了 一 部 分 消 费 者 的 认 可 ；另 一
方 面 反 映 出 钧 瓷 行 业 中 有 部 分 人 走
捷 径 、走 歪 路 ，只 求 经 济 效 益 ，不 顾
及 艺 德 ，也 不 在 乎 外 界 评 价 。 对 于
这 种 现 象 ，不 管 是 钧 瓷 创 作 者 、消 费
者 还 是 推 广 者 ，都 应 该 行 动 起 来 ，解
决 这 个 困 扰 行 业 发 展 的 难 题 。

钧 瓷 行 业 应 鼓 励 原 创 。 自 宋 代
至 今 ，钧 瓷 在 1300 多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中 产 生 了 众 多 经 典 器 型 ，釉 色 也 更
加 丰 富 。 不 同 时 期 的 钧 瓷 作 品 有 着

深 刻 的 时 代 烙 印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后 ，钧 瓷 恢 复 烧 制 ，在 一 代 又
一 代 钧 瓷 人 的 努 力 下 ，钧 瓷 艺 术 呈
现 出 百 花 齐 放 的 局 面 。 从 集 体 经 济
时 代 到 现 在 个 人 窑 口 林 立 的 新 时
期 ，钧 瓷 大 师 不 断 涌 现 。 而 每 一 个
成 名 的 钧 瓷 大 师 背 后 ，都 凝 结 着 其
数 十 年 的 钧 瓷 实 践 和 艺 术 探 索 ，并
显 现 在 极 具 个 人 风 格 的 钧 瓷 作 品
上 。 孔 相 卿 大 师 的《伟 人 尊》和 国 礼
系 列 等 ，杨 志 大 师 的《佛 尊》《吉 祥
尊》等 ，苗 长 强 大 师 的《长 城 鼎》《东
方 红 鼎》等 。 这 些 作 品 一 出 现 ，人 们
就 知 道 创 作 者 是 谁 。 可 以 说 ，如 今
钧 瓷 界 的 知 名 大 师 ，在 继 承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都 有 自 己 的 知 名 原 创 作
品 。 正 是 这 些 作 品 ，使 他 们 从 钧 瓷
行 业 中 脱 颖 而 出 。 他 们 的 经 历 证
明 ，钧 瓷 行 业 鼓 励 原 创 。

钧 瓷 行 业 应 尊 重 原 创 。 对 于 传
承 千 年 的 传 统 手 工 艺 品 —— 钧 瓷 来
说 ，追 求 传 统 难 ，锐 意 创 新 更 难 。 很
多 钧 瓷 创 作 者 从 学 徒 做 起 ，穷 数 十
年 ，也 只 能 成 为 钧 瓷 行 业 中 的 一 名
普 通 创 作 者 。 他 们 的 作 品 不 好 不
坏 ，价 格 不 高 不 低 ，但 想 从 众 多 创 作
者 中 脱 颖 而 出 ，靠 天 时 地 利 ，更 靠 过
硬 的 手 艺 。 众 多 钧 瓷 创 作 者 在 钧 瓷
行 业 摸 爬 滚 打 多 年 ，逐 渐 掌 握 了 钧
瓷 烧 制 技 艺 的 要 领 ，能 够 烧 制 出 器
型 规 整 、釉 色 丰 富 的 作 品 。 但 想 更
进 一 步 ，就 需 要 打 造 出 极 具 个 人 风
格 的 作 品 ，在 钧 瓷 行 业 中 留 下 自 己
的 深 刻 烙 印 。 这 时 候 ，原 创 作 品 就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可 以 说 ，一 件 能 够
代 表 某 一 钧 瓷 大 师 的 原 创 作 品 ，不
仅 需 要 钧 瓷 创 作 者 具 有 深 厚 的 钧 瓷
烧 制 技 艺 ，而 且 需 要 有 独 特 的 艺 术
感 悟 和 艺 术 眼 光 ，能 够 从 传 统 中 吸
收 精 华 ，从 时 代 中 汲 取 灵 感 ，并 最 终
形 成 实 实 在 在 的 作 品 。 因 此 ，每 一
个 人 都 应 该 尊 重 原 创 。

钧 瓷 行 业 应 保 护 原 创 作 品 。 原
创 作 品 来 之 不 易 ，站 在 推 动 行 业 发

展 的 高 度 ，钧 瓷 行 业 应 该 具 有 保 护
理 念 和 准 则 。 一 方 面 ，钧 瓷 创 作 者
应 该 主 动 作 为 ，对 原 创 作 品 进 行 保
护 ，既 要 对 器 型 、釉 色 等 进 行 知 识 产
权 认 证 ，也 要 在 官 方 媒 体 等 渠 道 对
原 创 作 品 进 行 发 布 。 另 一 方 面 ，政
府 和 行 业 管 理 部 门 要 积 极 引 导 和 管
理 ，对 仿 冒 产 品 进 行 打 击 ，对 仿 冒 者
在 评 优 、评 先 和 评 定 大 师 等 方 面 进
行 限 制 ，让 仿 冒 者 得 不 偿 失 。 此 外 ，
钧 瓷 创 作 者 要 自 尊 自 爱 ，自 发 抵 制
抄 袭 、仿 制 ，多 在 创 新 上 下 功 夫 ，建
立 自 己 的 艺 术 品 牌 。 钧 瓷 推 广 者 也
要 树 立 原 创 意 识 ，不 对 仿 冒 作 品 进
行 宣 传 ，不 为 仿 冒 者 进 行 推 广 。 钧
瓷 消 费 者 也 要 从 自 身 做 起 ，不 购 买
仿 冒 作 品 。

原 创 作 品 来 之 不 易 。 在 钧 瓷 艺
术 更 加 繁 荣 的 今 天 ，我 们 要 鼓 励 原
创 、尊 重 原 创 、保 护 原 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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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鼎》苗长强作

近年来，很多钧瓷创作者结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以钧瓷茶
具为创作重点，推出了钧瓷盖碗、茶壶、单杯等作品，得到了市场
的认可，而居仁坊艺术总监周贯涛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创作中，
周贯涛认为钧瓷茶具既要有传统艺术气息，又要贴近当代人的审
美。因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设计出了传统艺术与
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作品。图为周贯涛（中）在居仁坊向儿子讲解
钧瓷茶器的创作要点和审美取向。

记者 王增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