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胚台上，他旋转出美丽传奇练好基本功是他获奖的秘诀

勤奋好学的积累是他成功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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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王文珂：技艺赛场上的获奖“专业户”
□ 记者王婵通讯员 李俊杰文/图

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钧瓷之都、禹州市神垕镇的王文珂，20岁
开始学习制作手拉胚工艺，30岁自办钧瓷坊。在不到10年的时间
里，他在省、全国级陶瓷手工拉胚大赛中连获10余次大奖，其中大
多是第一名和一等奖，“技术能手”称号更是多次获得，是全国钧陶
瓷界有名的手工拉胚“专业获奖户”。

在王文珂家的保险柜里，锁着满满一柜子的获奖证书。记者采
访时问他为什么能有如此高的获奖率且级别那么高？为什么用保
险柜装这些证书？他告诉我们说：“很简单，就获奖原因来说就是：
勤奋好学、练好基本功、精心制作。我用保险柜把证书锁起来，是对
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因为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所以，这些证书是我
辛勤劳动的结果，比金钱更重要。”

王文珂的师傅刘富安，不仅钧瓷
各项技能都很出色，对徒弟们的技艺
传授也是毫无保留。过去，常有“师傅
传徒弟留一手”的传言，意思是怕弟子
学完手艺师傅没饭吃。但是，刘富安
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人，他对徒弟们
说：“我教授你们，不怕你们超越我，就
怕传授的技艺不精落下话柄，怕活儿
干不好，社会上会有人说是谁干的活
儿，他的师傅是谁？”刘富安专心地教，
王文珂专心地学。正是因为师傅为人
师表的“德”行，让王文珂不但懂得了
做人的道理，而且在技术学习上刻苦
努力。一个人的成功缘于多年勤奋的
积累，王文珂从一开始学艺就特别勤
奋，不怕吃苦，敢于出力，从拉胚的选
料到双手的配合，每一步都学得很认
真。在一般人眼里，能达到和完成上
述工艺，基本上就是一个合格的工匠
了，但文珂总觉得要想真正懂得钧瓷，
就必须学到根本，即要弄懂钧瓷生产
的各个环节。于是，在娴熟掌握手拉
胚的基础上，王文珂把钧瓷所有的工
序全学了一遍，这为他成为钧瓷创作
和烧制的多面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手拉胚到制釉，为了掌握钧瓷的各
个工序，王文珂刻苦努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简单地
满足于学习传统制作的整个工艺，而
是希望在师傅、老师的基础上有好的
创造。

众所周知，文珂 2010 年建起自己
的“小珂钧瓷坊”后，他的手拉胚作品
大多是有着宋代风格的盘、洗、碗、瓶、
罐等。他的手拉胚技艺精湛，釉色以
天青、天蓝和点红斑为主，让人们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美，能让人们身心愉悦，

产生丰富的联想，并且久久难以忘怀。
钧 瓷 之 美 ，被 世 人 称 之 为 有 八

美。型、纹、音、釉等都能产生让人感
觉美丽的东西，但不可思议的是这八
美 之 首 是“ 难 ”之 美 。 拿“ 釉 ”之 美 来
说，它可以产生出玫瑰紫、海棠红、天
青、海蓝、朱砂红等五彩缤纷的色泽，
给人以美的感觉，使人产生愉悦的心
情。可是“难”，除了困难、吃苦、劳累
外，它有什么美呢？古人总结钧瓷美
时的确留下了“难”之美之句。其云：

“共计一胚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
器。”过手七十二，这不就说明一个美
的 东 西 的 产 生 要 与 吃 苦 、劳 累 相 伴
吗？这不正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
梅花扑鼻香”的道理？

王文珂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极
有悟性，同时善于总结，比如洗，别看
造型简单，对手拉胚的要求很高，一要
规整，二要均匀，三要厚薄一致等，稍
有不慎或者手工力度不够，拉出来的
胚体就会出现偏差，烧出后让人感受
不到“美”。

王文珂在拉胚中，保持力度，保持
匀称，关键时候屏着呼吸，使拉出来的
胚线条流畅，厚薄匀称，口眼平整，中
规中矩。

在“小珂钧瓷坊”里的几百件素烧
过或刚下转盘，还散发着温润泥浆芳
香的胚体，全是手工拉胚，没有一件注
浆。记者问王文珂，注浆不是更快、更
省时、省料、省钱吗？王文珂说：“我的
作品全是手拉胚，因为手拉胚融入了
我 的 意 念 、我 的 感 情 ，包 含 着 我 的 心
血。注浆是模式化、千篇一律，没有带
进制浆人情感的作品。所以，在心灵
深处，我更倾向于手拉胚。”

手拉胚的形成好似中国的水墨
画，它运用泥水在旋转的轮盘上自由
挥洒，追求一种动中求静的意境，通过
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一团团泥土具有生
命和韵律。

手工拉胚、修胚在钧瓷制作中具
有重要的环节，这些传统的技艺多以
师傅的传授和经过自己苦练学习，才
会成为技艺精湛的工匠。王文珂不但
拉胚拉得好，而且总结出了自己的一
套拉胚诀窍。

为了直观感受王文珂拉胚制作，
我们来到他的工作坊里观看他拉胚。
在拉鸡心碗时，王文珂先将泥仓中经
过陈腐的泥料取出踩炼，然后用泥铲
一铲铲地用力有节奏地通过拍、打、
挤、压将泥片铲成堆状，后反复地进
行，让泥料排去气孔后变成密度更高
的有可塑性的泥块。他坐在凳子上，
先用手蘸上适量的水，洒在泥团表面，
两肘紧靠大腿两侧，再用双手抱住泥
团的中下部向盘中心点用力挤压，使
泥团逐渐向中心和向上捧起。反复几
次后，泥团与轮盘呈现出了同心的圆，
再后来，旋转速度加快，记者眼花缭
乱，分不清是盘还是洗或是碗的造型
了。瞬间，一个规整的、薄厚均匀的鸡
心碗便被王文珂拿下转盘放在了架子
上。

一件好的胚体，拉胚是基础，修胚
是关键。王文珂在旋胚过程中，最大
的特点是掌握着曲线变化和各部位的
厚薄关系。按照王文珂的说法就是：
在同一部位的不同点上，厚度是各不
相同的，口沿处为最薄，腹部厚度适
中，下部及足部稍厚，所以，在旋胚时
掌握了这些，就可以防止烧成中器物

出现沉底、凸肚、软塌等变形状态。
一件完美的，能成为精品、珍品的

钧瓷是需要各个方面致臻无缺的，从
选料、上釉、装窑的位置、窑火的温度、
烧窑时的风向等都需要恰到好处的配
合，而好的胚体是重要的出好作品的
缘由之一。无论工艺如何进步，烧成
机制如何变革，手拉胚始终是传统的
精髓，始终是成就珍品钧瓷最基础的
第一步。为此，每一件作品，文珂都坚
持自己用手拉，自己配釉上斑。

王文珂说：“我的手拉胚好，都是
为了成品好，都是为了更好地使钧釉
中的铜元素还原，从而‘斑’化出美轮
美奂的艺术效果。”确实，文珂的钧瓷
具有宋钧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朴
实无华、实用性强的特点，而在造型
上，多以传统器型为主并加以改进创
新，形成了古朴大方、典雅高贵的美学
韵味，把艺术性与实用性较好地融合
在了一起。在釉料的选择上，“小珂钧
瓷坊”的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玫瑰
红、葡萄紫为主要釉色，成功地运用了
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窑变成红紫等
色，使釉面在高温下产生渗化、流动，
形成了美丽的斑点。

王文珂在艺术修养、审美意识等
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继承前辈优
秀的特点外还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作
品与前辈相比更有创新，更有美感，风
格迥异，这包含着他对艺术的执着追
求和知识的综合积累，以及强烈的创
新意识和兼收并蓄的学习精神。

2000 年，刚好 20 岁的王文珂从高
中毕业了，因为家就在神垕镇，而神
垕镇是著名的钧瓷之都，他也和大多
数青年一样，从事了钧瓷这一行业。
他入行时，直接拜了钧瓷界第一位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富安为师。所以，
他学习钧瓷艺术的起点很高。在有
着浓厚文化底蕴的环境和师傅高超
技艺的熏陶下，他犹如步入了一个钧
瓷艺术的百花苑里，在万紫千红的园
林中，他汲取着钧瓷艺术的营养，一
步一步地去采撷那芬芳的花粉和技
艺的精髓。

几年前，王文珂参加一次手工技

艺 大 赛 获 奖 后 我 采 访 他 ，他 瘦 瘦 高
高，面容清秀，说话不多，慢条斯理，
温文尔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静与
文气。但只要一谈起钧瓷、谈起手拉
胚，他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口若悬
河，滔滔不绝，且语言流畅，一环扣一
环，逻辑性很强。从跟他的谈话中，
能感受到他对钧瓷艺术的执着追求
和进取创新的梦想。

王文珂不仅躬于实践，而且在理
论方面多有收获，总能总结出一套由
实践到理论的各种文章，写了《手拉
胚技术要点之我见》《手拉胚用力浅
谈》《左右手配合的节奏》等文章。

（（205205））

王文珂在拉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