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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增阳 文/图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从 成 都 国 际 茶
博 会 的 大 师 作·大 国 茶 器 精 品 展 到
中 国 国 际 茶 文 化 研 究 会 茶 器 具 文 化
委 员 会 成 立 大 会 ，都 有 钧 瓷 茶 具 和
钧 瓷 创 作 者 的 身 影 。 由 曾 经 的 星 星
之 火 到 现 在 的 燎 原 之 势 ，10 余 年 的
时 间 ，钧 瓷 茶 具 另 辟 蹊 径 ，异 军 突
起 ，闯 出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崭 新 天 地 。

作 为 钧 瓷 行 业 当 前 的 明 星 产
品 ，钧 瓷 茶 具 彰 显 了 1000 多 年 来 钧
瓷 在 传 承 发 展 中 不 断 融 入 时 代 特 色
和 审 美 情 趣 的 创 新 之 路 。 不 管 是 在
新 的 历 史 发 展 时 期 成 长 起 来 的 青 年
钧 瓷 创 作 者 ，还 是 耕 耘 数 十 年 的 知
名 钧 瓷 大 师 ，在 探 索 钧 瓷 艺 术 发 展
多 样 发 展 路 径 时 ，钧 瓷 茶 具 成 为 他
们 展 现 艺 术 风 采 的 又 一 绝 佳 载 体 。
如 今 ，神 垕 大 大 小 小 的 窑 口 ，或 多 或
少 地 参 与 了 钧 瓷 茶 具 的 创 作 。

从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孔 相 卿 以
《中 原 壶》系 列 为 钧 瓷 茶 具 开 拓 道
路 ，到 如 今 百 花 齐 放 ，在 钧 瓷 茶 具 发
展 过 程 中 ，涌 现 出 一 批 极 具 个 人 艺
术 风 格 的 创 作 者 。 李 建 峰 、翟 群 、白
胜 利 、杨 鹏 飞 等 ，以 钧 瓷 茶 具 为 载
体 ，不 断 丰 富 钧 瓷 艺 术 的 创 作 形 式
和 文 化 内 涵 。

在 孔 相 卿 看 来 ，生 活 成 就 器 物 ，
器 物 服 务 生 活 ，钧 瓷 茶 具 面 临 着 如
何 实 现 艺 术 品 生 活 化 、实 用 瓷 艺 术
化 的 问 题 。 走 进 大 众 生 活 是 钧 瓷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而 钧 瓷 茶 具
正 是 钧 瓷 进 入 大 众 生 活 的 载 体 。 现

代 人 适 应 了 泡 茶 的 饮 茶 方 式 ，必 然
有 相 关 的 茶 具 。 如 今 ，在《中 原 壶》
的 引 领 下 ，钧 瓷 茶 具 已 渐 成 规 模 ，形
成 产 业 ，工 艺 品 质 不 断 提 升 ，釉 色 更
加 丰 富 ，造 型 也 越 来 越 多 。

一 把 灰 灰 的 泥 巴 ，经 过 钧 瓷 艺
人 的 巧 手 打 造 、炉 火 的 炼 制 、神 奇
的 窑 变 ，如 凤 凰 涅 槃 般 成 为 一 把 或
五 彩 渗 透 、鬼 斧 神 工 ，或 古 朴 雅 致 、
温 润 如 玉 的 钧 瓷 壶 。 在 钧 瓷 茶 具
领 域 ，中 国 陶 瓷 艺 术 大 师 李 建 峰 不
断 探 索 ，创 作 了 极 具 个 人 风 格 的 钧
瓷 茶 具 作 品 。 其 创 作 的 壶 或 古 朴
厚 重 ，或 典 雅 庄 重 ，或 精 巧 雅 致 ，图
案 自 然 ，具 有 年 代 感 ，饱 含 文 人 气
质 。

“ 在 钧 瓷 茶 具 的 发 展 热 潮 中 ，有
不 同 的 发 展 路 径 。 我 们 要 坚 持 的 一
个 原 则 就 是 钧 瓷 茶 具 一 定 要 有 钧 瓷
的 内 涵 和 风 格 ，要 摆 脱 其 他 瓷 区 的
影 响 ，创 作 出 属 于 钧 瓷 的 特 色 。”李
建 峰 说 ，钧 瓷 艺 术 一 直 在 向 前 发 展 ，
钧 瓷 人 掌 握 的 东 西 越 多 ，就 越 能 体
会 到 钧 瓷 艺 术 的 魅 力 。 想 要 有 所 提
升 ，就 要 不 断 地 做 东 西 ，在 实 践 中 整
体 把 控 钧 瓷 烧 制 的 环 节 。 工 艺 的 精
细 化 一 定 要 体 现 在 细 节 上 ，要 让 钧
瓷 作 品 带 有 创 作 者 的 艺 术 风 格 。

作 为 钧 瓷 茶 具 领 域 的 青 年 创 作
者 ，杨 鹏 飞 的 作 品 已 被 广 泛 关 注 。
走 出 茶 壶 器 型 的 桎 梏 ，杨 鹏 飞 的 艺
术 道 路 越 走 越 宽 。 在 杨 鹏 飞 看 来 ，
将 造 型 与 釉 色 完 美 结 合 ，是 钧 瓷 壶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 型 为 本 、釉 为 魂
的 制 瓷 理 念 ，在 钧 瓷 茶 具 上 同 样 适
用 。 杨 鹏 飞 原 创 的《人 和 壶》《汉 魏
风》等 一 系 列 融 独 特 文 化 内 涵 于 钧
瓷 茶 具 的 作 品 ，在 钧 瓷 茶 具 领 域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迹 ，也 收 获 了 一 大 批
粉 丝 ，且 屡 获 大 奖 。

从 模 仿 到 原 创 ，从 跟 随 到 引 领 ，
越 来 越 多 的 钧 瓷 茶 具 创 作 者 找 到 了
适 合 自 己 的 发 展 道 路 。 他 们 有 的 充
分 借 鉴 古 代 茶 具 造 型 设 计 经 典 案
例 ，并 加 以 创 新 ，探 究 不 同 朝 代 茶 具
的 功 能 、风 格 的 演 变 和 成 因 ，探 索 中
国 优 秀 传 统 器 物 的 设 计 思 维 、传 统
造 物 审 美 与 现 代 设 计 的 结 合 方 式 ，
将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融 入 钧 瓷 茶 具 创
作 ；有 的 通 过 与 多 种 艺 术 门 类 结 合 ，
创 新 烧 制 钧 瓷 茶 具 ；有 的 探 究 现 代
人 的 审 美 情 趣 ，将 时 代 特 色 融 入 钧
瓷 茶 具 。 不 同 的 探 索 路 径 ，造 就 了
如 今 釉 色 各 异 、器 型 多 样 的 钧 瓷 茶
具 作 品 ，也 为 钧 瓷 艺 术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更 有 力 的 支 持 。

在 保 持 钧 瓷 艺 术 特 性 的 同 时 ，
钧 瓷 茶 具 以 实 用 器 的 身 份 ，走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 随 着 多 年 的 发 展 ，钧 瓷
茶 具 在 工 艺 上 、釉 色 上 、器 型 上 、装
饰 上 和 艺 术 价 值 上 都 实 现 了 长 足 进

步 ，也 让 更 多 人 通 过 钧 瓷 茶 具 了 解
和 认 识 了 钧 瓷 。 钧 瓷 茶 具 通 过 与 当
下 审 美 情 趣 紧 密 结 合 而 美 化 生 活 ，
正 在 深 入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

钧瓷茶具：加速驶入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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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钧窑协办

鼎立中华 浩气长存

文 字 是 文 明 诞 生 的 标 志 ，汉 字
经 甲 骨 文 、金 文 、大 篆 、小 篆 、隶 书 、
草 书 、行 书 、楷 书 、简 化 字 一 路 变 革
绵 延 至 今 。 甲 骨 文 传 承 数 千 年 ，是
我 们 文 化 自 信 的 源 泉 之 一 。 一 代
又 一 代 甲 骨 文 学 者 潜 心 研 究 、甘 于
寂 寞 ，为 甲 骨 文 的 收 集 整 理 、研 究
考 释 和 保 护 传 承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
而 鼎 则 是 青 铜 时 代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器 物 ，贯 穿 了 整 个 青 铜 时 代 。 在
1000 多 年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鼎 从 一 件
生 活 用 器 逐 渐 走 向 政 治 舞 台 ，成 为
国 家 政 权 的 象 征 。

甲 骨 文 、鼎 、钧 瓷 ，这 些 在 不 同
时 期 都 曾 闪 耀 中 国 的 器 物 ，如 果 融
合 在 一 起 ，将 会 有 怎 样 的 艺 术 火
花 ？ 由 吴 大 强 、魏 峰 、秦 璞 、陈 高
潮 、王 建 勋 等 创 作 ，河 南 宇 宝 钧 瓷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制 作 的《中 华 基
因 鼎》，也 许 能 够 从 一 个 方 向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

该 钧 瓷 作 品 又 称《 汉 字 基 因
鼎》，规 格 严 谨 、造 型 大 气 。 作 品 器
型 整 体 来 源 于 商 周 时 期 的 青 铜 鼎
文 化 ，由 著 名 甲 骨 文 专 家 、学 者 魏
峰 参 与 设 计 和 布 局 甲 骨 文 。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驻 会 副 主 席 罗 杨
为 作 品 题 词“ 鼎 立 中 华 浩 气 长
存 ”。 鼎 的 上 部 分 题 写 有 甲 骨 文

“ 中 华 基 因 鼎 ”，四 周 以 图 腾 浮 雕 装
饰 。 鼎 身 之 上 有 56 个 乳 钉 ，代 表
56 个 民 族 ，鼎 的 下 部 分 以 浮 雕 形 式
书 写 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甲 骨 文
的 讲 话 。 而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秦 璞 设
计 的 神 鸟 抱 珠 、二 十 八 星 宿 ，则 寓
意 祖 国 蒸 蒸 日 上 、繁 荣 昌 盛 。

该 作 品 将 甲 骨 文 与 钧 瓷 有 机
结 合 ，彰 显 了 中 华 文 化 的 源 远 流 长

和 博 大 精 深 ，体 现 了 华 夏 历 史 的 厚
重 。 这 些 文 化 元 素 的 完 美 结 合 ，充
分 反 映 了 中 国 泱 泱 大 国 的 恢 宏 气
势 和 厚 重 文 化 。

——钧瓷作品《中华基因鼎》赏析

□ 记者 王增阳 文/图

《中华基因鼎》
《大唐梦华》李建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