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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缘何出了两位国家级大师?
□ 记者王婵通讯员李俊杰文/图

杨 志 在 陶
瓷界、艺术界赫
赫有名，因为他
是“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2009
年还被文化部
授予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钧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同样，
其儿子杨晓锋
也 声 誉 响 亮 。
杨晓锋是杨志
的大儿子，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
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钧瓷
烧制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不
久前，在广州结
束的第八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
师的评选中，杨
晓锋又被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
授予了“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称
号。

“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是授
予国内工艺美
术方面有重大
贡献、德艺双馨
的工艺美术领
军人物的国家
级称号。能获
得这一荣誉，是
千千万万工艺
美术界人士一
生的追求，也是
最高理想和最
终目标。然而，
由于它的要求
极高，很多的工
艺美术工作者
虽然也努力为
之奋斗，但仍与
此无缘。

在 如 此 严
格的条件和激
烈的竞争下，为
何在父亲获得
这一称号的 16
年后，其子也能
获得如此殊荣，
双双成为钧瓷
界的领军人物
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块“圣地”造就
一批工匠。

千年神垕镇因钧瓷而闻名，由陶到瓷
的进化演变说明神垕历史与华夏历史几乎
同步。自唐代以后，这里的陶瓷产业逐渐
兴盛，北宋徽宗时，神垕钧瓷达到了兴盛地
步，镇内窑炉林立，店铺密布，深宅大院，鳞
次栉比，商贸云集，车马喧嚣，一派繁荣。古
人云“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座
窑，烟火遮变天，商家遍地走，日进斗金钱”，
描绘了神垕古镇烧瓷的繁荣景象。

千年岁月的变迁历史，薪火相传的陶

瓷生产，形成了神垕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
具特色的历史景观，这里各个历史时期的
古窑址恰似一部铭刻在大地上的神垕钧瓷
发展史，承载着钧瓷匠人的心血和汗水。
伯灵翁庙、花戏楼，古街、古寨等建筑，古村
古乡，散发着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

独特的自然优势和千年亘古不变的窑
火，也造就了一大批钧瓷工匠。

杨志说：“我从小在这有着深厚文化的
土地上生活，这片充满艺术底蕴的土地滋养
了我，熏陶了我，培育了我，为我的艺术生涯
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世间，大多取得成功的人，除了先天
的优势、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努力以外，最
重要的一条是能够遇到“贵人”，即有众多
支持、帮助自己的人。杨志、杨晓峰父子俩
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是
因为他们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同行的支
持与帮助。杨志大师说：“如果没有发展钧
瓷的好环境，党和政府的支持，还有和我一
起摸爬滚打的同行的帮助、鼓励，我不可能
成为大师。”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他所在的
钧瓷一厂紧跟形势，设计烧制的钧瓷都是
样板戏中的主要人物。杨志在一次市里召
开的钧瓷生产讨论会上，提出了要创新钧
瓷产品。在众说纷纭的辩论声中，厂长刘
国安支持了他。在技术上，他又得到了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国安和工匠王松申的帮
助，共同设计创作了以“丰收”为主题的丰
收瓶。丰收瓶一经问世，便在艺术界、收藏
界引起共鸣。后来，在钧瓷鉴定会上，专家

评估其价值达 100万元。
回忆起过去同行的帮助，杨志很感慨，

重复着这么几句话：“只因我们钧瓷人是同
路的，为了钧瓷事业同甘苦，共患难，同流
泪，共喜乐，相互支持，哪怕是濡沫凅辙的
点滴帮助，即使是在艰辛困苦的日子里，
或是挥汗如雨的火炉旁，都会给我带来宽
慰和希望。”杨晓峰也常常说，自己成绩的
取得是热爱钧瓷的同行一起成长、一起拼搏
的结果。

在杨晓锋一次收徒的仪式上，他声泪
俱下地讲了一件事：第二天的收徒仪式上
有一个仪程，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参
加，杨晓锋去请了他几次，其都因种种原因
推辞了。在他的一个同行朋友的帮助下，
最终请到了这个仪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杨
晓锋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经
常会有人帮助他，是大家用爱心组成了他
通向大师的路。

生于 1947 年的杨志，其父母都是从事
钧瓷生产的。杨志的父亲杨光、姐姐杨仙
都曾是烧窑工。儿时，杨志看到姐姐从炉
窑旁拉风箱，然后从火塘里取出五颜六色
的瓶子，就有了长大也要烧钧瓷的心愿。
他 14 岁就进入到禹县陶瓷一社，从学徒工
做起。由于勤奋好学，悟性极高，他很快就
得到了厂里老工匠的认可，并被调到钧瓷
实验室工作，拜钧瓷艺人卢广东、苗才娃为
师，正式学习陶瓷艺术，成为传承钧瓷艺术
的第二代学徒。杨志本来就有一定的基
础，又得老师真传，拉胚技术突飞猛进。到
了 20 世纪 70 年代，杨志设计创作的作品在
国内不断得奖。但杨志未沉浸于此，他选
择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深造，继续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理论水平。20 世
纪 80 年代，他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钧瓷品
牌。1991 年，杨志作为当代钧瓷顶级工艺

代表与日本中国陶瓷艺术交流会代表团进
行交流时，提出独特的钧瓷理论，得到日本
专业人士的称赞。

此后，杨志更是夙夜不懈、焚膏继晷、
精耕钧艺，在坚持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
大胆创新。他最擅长的是造型，设计的造
型端庄、大方，文雅清朗，最大限度地突出
了釉的个性彰显釉之华美。他设计的造型
最显著的特点是直观。手拉胚也是扬志的
一个绝活，他拉的胚线条留长，厚薄均称、
口沿平整，中规中矩。他曾多次到全国各
地参加手拉胚的现场表演。

杨志大师已过古稀之年，但仍然坚持
在一线。

杨志好学、勤奋、拼搏、创新，在钧瓷界
一次次的标新立异，颠覆常识，最终因德艺
双馨、技艺超群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

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杨晓锋出生于钧瓷世
家，不但爷奶、姑姑是钧瓷界的前辈，而且自幼受
父亲杨志钧瓷艺术创作的熏陶和泥工灵性的感
染。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曾跟随钧瓷界的两位
国家级的大师学习，除父亲以外，还有一个是刘
富安。无论是跟父亲还是刘富安老师学习，他都
肯钻研，加之悟性好，深得师父和单位领导的器
重。他曾被送到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师从
著名陶瓷专家周国桢、吕品昌教授学习陶瓷雕塑
和美学理论等艺术学科。经过 20 多年的奋斗探
索，他在钧瓷艺术方面独成一家，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

杨晓锋的手拉坯在同行中很有名，因为手拉
坯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技艺。功夫有多深，技术
有多高，手的运作很重要，线条是否流畅，厚薄是
否均匀，不仅在于对造型艺术的理解，更在于手
对泥土的熟练把握。现如今，由于注浆等工艺的
普遍使用，学习手拉坯技术的工匠越来越少，而
杨晓锋一直坚持手拉坯。杨晓峰独创的杨氏悬
空无接缝拉压技法在向上拉胚的基础上实现向
下拉胚，无缝成型，此法打破了过去大型器型必
须采用注浆或者脱胚制作的盘里，不但填补了拉
胚不能做成双层或多层悬空成型的空白，而且使
拉胚的艺术有了质的飞跃。杨晓锋还与父亲一
起改进传统工艺，创出满釉圆形支圈法，在作品
底部圈足施釉，圈足以内内凹，用带透气孔的圆
形支圈支起烧制，这样生产出来的作品底部光
滑，无论是手感方面还是突出实用性方面，都体
现了人性化。另外，杨晓锋的跳刀纹饰技法在钧
瓷界也是一种绝技，刻出的纹路像麦浪、似万剑、
如水纹，让人思有景、景无止，看有形、似无形，让
人心旷神怡，观之不厌。

杨晓锋从事钧瓷艺术创作 30 多年，钧瓷制
作技艺炉火纯青，作品风格别具一格，尤其是独
创的新技法，独树一帜，所以能在众多的工匠中
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业美术大师”。

神垕，一个被世人称之为“活着的古镇”的神
奇土地上，孕育了一大批省级、国家级的钧瓷艺
术大师，他们的技艺各有所长，为钧瓷的“百花
园”添色助彩，也造就了一个家庭两代独领风骚
的国家级艺术大师。

神奇的土地是培养我们成长的沃土

我的岁月空间，因你而美丽

所有的魅力在于杨志的挚爱

宵衣旰食，杨晓锋扬起奋飞的帆

杨 志杨 志 、、杨杨
晓 锋 父 子 俩晓 锋 父 子 俩
（（均为中国工均为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艺美术大师））
一起研究钧瓷一起研究钧瓷
器型器型

杨晓锋在拉胚杨晓锋在拉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