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金合炉钧引领炉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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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流淌出泥土的诗韵
□ 记者王婵通讯员李俊杰文/图

今年78岁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王金合，不仅烧制的钧瓷名震“瓷坛”，而且
创作的以钧瓷为主的诗作颇有特色。在王金合钧瓷展室内的大书桌上，放着他已发
表或用稿纸誊写得清清楚楚的诗作有千首，满满两大箱子。难怪北京一名顶级收藏
家说：“王金合炉钧烧得美轮美奂、别有洞天，诗也写得畅快流利、朗朗上口，可谓是
钧界响当当的‘两栖’人物。”

钧瓷的美，关键在釉色。河南禹州
神垕镇的王金合在几十年的创新研制
中，有 1000 多种钧釉配方，这些釉方有
的呈红色，有的呈绿色，有的多色相间，
异彩缤纷。其中，最独特的一种釉方叫

“山水窑变釉”，用此釉方可在一件器物
上出现集红、紫、绿、金、银以及铜色斑
块或结晶体的色泽效果。同时，釉面上
的色点、色线、色块构成独特的浅深色
泽机理，浅色调单纯明亮，深色调颜色
丰富，深稳含蓄，且深浅色块间很多是
一线之隔，像刀切一样，泾渭分明。釉
面中的浅色块还相互间犬牙交错，有明
显的齿状几何特征，型简意几，一目了
然。另外，在不规则图案中有变化中的
雷同，也有雷同中的变化，大面积的片
状、条索状、山水状色彩等几乎出现在
每件作品之上，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

中寓白、白里泛红，五彩争艳，辉映竞
芳，从上到下可见到蓝、红、紫色形成的
分段彩虹样色泽，给人一种稳定的艺术
效果。

北京收藏家邹之麟说：“20 世纪 90
年代初，王金合专心致力于炉钧审美现
代化的探索，经过刻苦历练，终于烧制
出釉色对比强烈、颜色丰富、深邃淋漓、
风格独特、能反映时代高度的新炉钧。
在炉钧历经百年之后，我们在新炉钧的
基因里，惊喜地发现了美术史上印象派
基因和后印象派基因的遗传片断，真乃
让人眼前一亮。”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宁
刚院长不久前看到王金合的钧瓷后，也
说：“来到王金合的钧瓷展室，我知道了
什么才是窑变之美。”

王金合的炉钧在专家、收藏家们心
中有了引领炉钧潮流的声誉。

2 用诗的形式展示钧瓷烧制技艺

一件完美的钧瓷成品，需要经过 72
道工序，从选料、和泥、制坯、上釉，到装
窑、点火、出窑，每一道工序都有着极其
严格的技术要点。哪道工序出现差错，
就不会有完美的作品出现。

王金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其每道
工序的要点和经验。后来，他发现这些
总结出来的要点经验很有规律，有的是
七字，有的是五字，汇到一起，像是首
诗。刚开始时，他在制作实践中遵循操
作的口诀。时间一久，这些句子他能熟
练到出口成章。后来，他把这些技术要
点抄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等有“文化”的
人 来 了 ，让 他 们 看 。 因 他 文 化 水 平 不
高，有些字是写的白字、错字，“文化”人
看不大懂，就让他念。他用平直的河南
普通话一念，却也顺畅流利、朗朗上口，
有“文化”的人听后，觉得有点儿诗的韵

味，就鼓励他、赞美他。这让王金合更
加自信，大胆地创作了起来。

最初，王金合以钧瓷烧制技术的几
十道工序为主要创作内容写诗，如《选
料》：“神垕山中瓷土多，人背马驮出山
坡 。 送 到 窑 场 炼 成 泥 ，手 拉 成 型 坯 来
做。”《修坯》：“上釉之前修素坯，千度火
中来淬炼。检查坯体无毛病，认认真真
来操作。”《上釉》：“炉钧施釉一道工，釉
稠釉稀都不中。施釉之前调整釉，上釉
薄厚手着摸。”《烧窑》：“烧窑工序最重
要，炉钧窑变再一烧，升温曲线记眼中，
气氛强弱控制好。”《出窑》：“一天一夜
煤烧窑，冷却降温窑门开。搬出笼盔大
家看，神奇绝妙显格调。”他把工序的技
术要点以诗的形式写出，不仅让匠人们
重温制作过程的艰辛，而且让观者从乐
趣中读懂制瓷的复繁。

3 触景生诗，内容宽泛
王金合非常爱看书，特别是艺术类

的书。在众多的艺术品和画作中，他对
印象派大师塞尚的油画《松》和我国现代
画大师吴冠中的《双松》特别崇拜。

塞尚大师画的是一棵逆光中的松
树，画作中的松树占满了整个画面，明亮
的天光与逆光中处于暗部的松树形成强
烈的明暗对比，大小不一的片片天光色
块和交错跳动的笔触使色彩化流动，充
满活力。

吴冠中大师画的是两棵相依为伴的
松树，逆光中的黄山松布局考究，行笔流
畅，线条苍劲，浓淡适宜，一气呵成，诠释
出两棵松树顶天立地的气势。

王金合用自己的釉方烧出了一件叫
“八钉瓶”的钧瓷作品。瓶身上，釉变出
浅黄色的不规则的纹路相互交织交融，
特别是中间的一棵大松，形象逼真，构成
了神奇如妙笔生花的奇松图。王金合当
即吟出四句：“塞尚吴冠中，两人都画松；
金合不会画，烧出迎客松。”

在几十年烧制钧瓷的过程中，钧瓷
伴着王金合，而诗也由钧瓷而作。只要
出了一件好的作品，王金合就会以作诗
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情。

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问他烧钧瓷
有什么诀窍，王金合说道：“路要一步一
步走，煤要一锨一锨添。温度一度一度

4 家庭生日诗会已举办了15年
钧瓷界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全

国各地的众多钧瓷爱好者和专家都知
道王金合不仅钧瓷烧得炉火纯青，而且

“顺口溜”诗作得颇为有趣。王金合的
儿子建红非常支持父亲的这一爱好，时
常给父亲买来古代与现代的诗作书。

15 年前，王金合生日的前一天，建
红对王金合说：“明天您过 63 岁生日，有
什么要求没有？”王金合说：“过不过生
日都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
让我在吃饭前背诵我写的几首诗。”建
红觉得爸的创意不错，就开始张罗起
来。

第二天，建红早早来到饭店，定了
一个大房间，除家人就餐的桌子之外，
临时搭了个简易的“舞台”。中午饭菜
端上桌后，王金合走上台，接过话筒即
诵道：“六十三岁再创业，肖河岸边老窑
匠。继承传统煤烧窑，赞钧美好诗句
来。”这首读诗完后，他拿出一件钧瓷作
品说道：“这是我几天前烧制出的一件
竹节瓶，瓶口部为蟹黄色，釉质透活，瓶
身以大片富有质感的荷叶绿为主，厚重
浑朴，生机勃勃，间杂有高贵的葡萄紫
和质朴的泥浆黄，色彩交融，互为映衬，
窑变奇妙，构成一幅落日余晖下的长城

画面，层次清晰，立体感强，如诗如画。
根据它的特点，我作了首诗：落日余晖
照长城，金龙盘旋金山岭。一年四季十
二月，塞下秋来美如梦。”家人亲戚们听
后拍手称好。随后，王金合说：“上个
月，我烧了一件线条流畅的玉壶春，釉
色清新别致，浓浅不一，红、绿、紫、白自
然熔融，形成多姿多彩的画面，就像是
一幅红枫染遍了江山的美丽图画。我
也作了一首诗：一枫染世界，景色扑面
来。红霞满秋韵，意境醉游人。老朽六
三整，自得赏钧瓶。化泥为奇景，大美
天合成。”念完这首诗后，王金合又念了
几首诗，一首比一首精彩。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生日宴就成
了王金合的“诗会日”。王金合对笔者
说：“我觉得一年举办一次诗会有点儿
不过瘾，我准备到八十岁生日时，办一
个更多人参加的诗会，到时我的诗集也
出版了！”

升，烧瓷急躁可不中。”颇得领导称赞。
王金合经常想怎样为钧瓷作贡献：“白
天想来夜里盼，咋为钧瓷作贡献。创业

创新靠实干，烧出精品是好汉。古铜釉
色虎豹斑，千年锈斑今朝现。昔时炉钧
展新颜，钧瓷艺人再加鞭。”

王金合在诵读自己创作的诗。

王金合在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