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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钧官窑》：
倾听瓷釉的流动

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投资、政
府经营、集体生产、计划销售企业所建的窑炉被称为红色钧官窑或共
和国官窑。全国符合官窑条件的厂有禹县国营瓷厂、禹县钧瓷一厂、
禹县钧瓷二厂和神垕东风瓷厂“四大瓷厂”。这四个瓷厂都在禹州市
神垕镇。

近期，一部以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为背景，以红色钧官窑（新工艺作
品）为题材，反映钧瓷发展和钧瓷文化
的 40 集电视剧《红色钧官窑》在网络和
电 视 台 播 出 。 它 是 继《大 河 儿 女》之
后，又一部反映钧瓷文化的大型红色
励 志 的 现 实 题 材 电 视 剧 。《红 色 钧 官
窑》由国内著名导演伍保国执导，知名
演员王斑、原雨、于洋等主演，场景全
部在禹州市神垕镇禹县钧瓷二厂内完
成。

此剧播出后，观众大加称赞。从
情 节 、人 物 、画 面 到 音 乐 、场 景 、生 产
等，都会让人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为什么拍摄基地会选在神垕且有
大部分在禹县钧瓷二厂？河南省钧瓷
研究会副会长党经伟告诉笔者：电视
连续剧《大河儿女》是以钧瓷为题材的
剧目，对彰显中原文化风骨、弘扬钧瓷
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令观
众遗憾的是，了解了钧瓷技艺却不知
道钧瓷真正的产地在哪里。

用真实地名拍摄一部有关钧瓷电
视 剧 的 建 议 ，最 早 是 在 2011 年 提 出
的。当年，钧瓷在香港展出后，苏富比
拍卖行进行了一次拍卖，有几件现代
钧 瓷 被 拍 出 了 高 于 内 地 几 十 倍 的 价
位，让一向“低迷”的钧瓷重获了至高
无上的价值，也让钧瓷大师们振奋。

2013 年夏天，国家博物馆展览钧
瓷，包括伍保国在内的众多艺术家来
此参观。通过此次参观，众多嘉宾知
道了钧瓷产于河南的禹州。于是，有
人提出用实名、原产地拍部电视连续
剧的建议。

河 南 省 钧 瓷 文 化 研 究 会 积 极 策
划，迅速成立了剧本写作班子。他们
多次前往禹州神垕采访，并走遍神垕
各个窑址。剧本几经努力写好后，伍
保国担任导演。选址时，他们来到禹
县国营瓷厂、禹县钧瓷一厂、禹县钧瓷
二厂和神垕东风瓷厂。其中，只有禹
县钧瓷二厂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样子，
最终确定禹县钧瓷二厂为拍摄基地。

随着电视剧《红色钧官窑》再现的
禹县钧瓷二厂的镜头，我们看到了当年
那代钧瓷人的精神风貌，以及那些曾经
作为国礼让外国人为之惊呼的国宝钧
瓷。

不久前，我们来到神垕镇，在“火凤
凰”标志旁下车，顺一条柏油路步行向
北走。这条路就是当年通向禹县钧瓷
二厂的“大道”，如今它充满古朴、写满
沧桑。

沿着狭窄的小路走到后院，便看见
几个大的车间，里面是厂子钧瓷烧制的

“灵魂”——几个老窑炉。
承包这些窑的任庆辉告诉笔者，这

几座窑存在 40 余年了，每个窑炉都有
一段辉煌的过去。说起禹县钧瓷二厂
的老窑历史，不得不提起当时任禹县钧
瓷二厂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刘振
海，以及被著名作家姚雪垠题写盘名和
赋诗的那只传奇盘子《寒鸦归林》。据
钧瓷大师刘建军讲，当时，禹县钧瓷二
厂的五号窑位于现在周家钧窑院内，实
验室与钧瓷车间在一起。其父亲刘振
海既担任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又搞设
计选型。刘建军负责烧窑。1973 年秋，
钧瓷挂盘出窑。那天一开窑，他们就发
现有一个盘子上出现了一幅图画，有鸟
雀纷飞，有树木藤条，有湖光美景，有夕
阳 霞 光 。 几 人 一 看 ，起 名 字《百 鸟 归
林》，并作了一首诗：“钧瓷幻出奇妙景，
树木成林鸟雀鸣。釉色光韵含神艺，百
鸟纷飞归林中。”

1983 年 9 月，禹县钧瓷二厂在北京
举办钧瓷展览，《百鸟归林》也是展品之
一。其间，著名作家姚雪垠对这变化奇
妙的盘子赞美不已，他对参展的工作人
员说：“名字较差，听着怪热闹，没有意
境和历史渊源。”

因为姚雪垠是大作家，所以参展的
同志请姚雪垠为其再起个名字。姚雪
垠想了想对参展的人说：“3天之后到我
家去拿，我得好好想一想。”

3 天后，禹县钧瓷二厂的同志来到
姚雪垠的家。姚雪垠给他们说起了个
名字《寒鸦归林》。大家一听“寒鸦”，便
觉得有一种苍凉之感，觉得不美。这
时，姚雪垠拿出他写的诗“出窑一幅元
人画，满叶寒林返暮鸭。晚霞微茫谭影
静，残阳一抹淡流霞”。

禹县钧瓷二厂的同志听完后，如获
至宝。后来，这只盘子被评为中国工艺
美术“百花奖”金奖。

后来，禹县钧瓷二厂搬迁到现在的
地方，刘振海就又设计了 2 立方、10 立
方、12 立方和 40 立方的 4 座窑炉。刘建
军指着眼前的窑炉说：“这座 12 立方的
窑炉始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距今已
有 40 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活’着
的古窑。”这几个窑炉烧出过不少精品、
珍品。

历史见证了禹县钧瓷二厂辉煌 。
只是可惜，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禹县
钧瓷二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停止了
生产。

禹县钧瓷二厂停烧了 20 年后，任
庆辉和妻子周玲承包了禹县钧瓷二厂
的老窑。起初，他们俩是烧炻瓷。一
些陶艺工作者到他们承包的老窑参观
后，大多发出惋惜的感叹：“你们守着
这么好的窑口，又有这么好的资源，只
烧制钧瓷太可惜了。”

任庆辉和周玲听后心想，何不用
老窑再次烧制出禹县钧瓷二厂的产
品。于是，他们请来禹县钧瓷二厂的
技术人员帮忙整修烟囱、炉膛、火道，
配置了禹县钧瓷二厂的釉方，并取名
禹州市鼎盛钧窑。

连烧六七窑后，任庆辉没有烧出
像样的产品，并且成功率很低，。这
时，几位禹县钧瓷二厂的技术同行对
他们说：“这老窑是目前神垕镇容量最
大的以煤作燃料的窑。虽然窑炉内的
气氛、温度极难控制，但只要认真摸
索，掌握规律，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肯
定能烧出好的作品，再现我们禹县钧
瓷二厂的辉煌。”任庆辉、周玲听了师
傅们的话，又有了烧制钧瓷的信心。
不知道又烧了多少窑后，他们最终成
功了。

当 我 们 采 访 周 玲 时 ，她 笑 着 说 ：
“这老窑是有灵性的，只要用心，不断
摸索规律，一定能烧出更多的钧瓷绝
代珍品。”

走进鼎盛钧窑展室，像是走进了
五彩缤纷的世界。室内展示的钧瓷作
品主要是以禹县钧瓷二厂的老样为代
表，瓶盆尊洗、炉盘鼎奁、人物动物、笔
架茶壶一应俱全。因其采用的是禹县
钧瓷二厂的釉色，烧出来的钧瓷产品
质朴无华、釉色肥厚、乳光莹润。

钧瓷作品《尚口瓶》《天球瓶》《福
贵瓶》分别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
奖”金、银、铜奖。钧瓷作品《折边盘》

《荷叶广口瓶》《富缘瓶》《招财壶》分别
在第二届至第五届河南省钧瓷窑变艺
术创作大赛中被评为金奖。任庆辉个
人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陶瓷设计师。

一件件精美钧瓷的诞生，包含了
制作者的辛勤劳动，从造型到釉色，从
纹理和釉画，无不经过制作者的深思
熟虑、夙兴夜寐。釉面上的点点斑点，
是他们汗水的结晶；叮叮不断的开片
声，是他们辛勤劳作的乐曲。

《红色钧官窑》带我们重回禹县钧瓷二厂

国宝钧瓷永留历史

再现禹县钧瓷
二厂的辉煌

□ 记者王婵通讯员李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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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88））
以上图片由任庆辉提供

记者王婵摄

《 红 色
钧 官 窑》的
拍摄地。

任庆辉和周玲烧制的《荷口瓶》。

任庆辉和周玲烧制的《吉祥如意》。

任庆辉和周玲烧制的《圆球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