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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 记者王婵通讯员李俊杰文/图

釉变出的图画：“踏雪寻梅”
空气中弥漫着燥热之时会让人十分想念冬日

里的那一片雪。近日，听说神垕有一个人可以用
钧釉制出“踏雪寻梅”图，记者便与禹州市委宣传
部几位同志一起走进了神垕一个依地势而建在半
山坡中的小院子。院子的主人叫杨根成，院子不
大，院中有烧窑房、创作室、住室和展厅。小小的
庭院不大却有诗意，恬静而素雅。进入到展室，更
让我们感到惊讶，不论是他雕刻烧制的钧瓷人物，
还是传统造型的梅瓶、玉壶春、将军瓶等器型的钧
瓷，几乎是一样的色，相差不大的纹路和风格相同
的意境。细细看来，那白色或微微发绿的釉色上，
黑色的或大或小或宽或窄或横或坚的纹络遍植在
平面上，形成曲曲折折、凹凸不平的枝干或枝丫，
点点的红斑点，错落有致地缀在其中。猛一顿悟，
这不是梅花图吗？如果说乳白或泛青的色，是雪
地的话，那曲曲折折的黑纹络不就是花的枝干、枝
丫吗？点点的红斑，不就是枝干枝丫上成型的红
梅吗？“雪梅图！”同行的禹州市委宣传部的李俊杰
同志脱口而出。在旁边一直不说话的杨根成此时
答话了：“你们眼光不错，业内人士和专家确实给
起了这个名字——‘踏雪寻梅’。”

这时，再详看他烧制的钧瓷作品，大多数都具
有造型飘逸、线条简洁、釉色雪白或泛起微微的绿
色，枝与花疏密相间，意蕴万千，浑然天成，道法自
然。每件作品都好似是一幅中国写意的山水画。

我问杨根成：“钧瓷的窑变在你的作品中体现
的特征不是太多，这是钧瓷吗？”他肯定地说：“我
来神垕就是烧制钧瓷的，不是钧瓷，我来干什么。”
他告诉记者，他刚来时，拜刘建军大师为师，学习
后，他在槐树湾村租下这个小院试烧钧瓷，多次进
行试验和实践。有一次，他在试烧月白釉色时，黑
药釉不慎滴在月白釉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后
来再试验，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唐钧黑釉与宋钧白
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再经过 1200 摄氏度以上的
高温烧制后，因窑变而聚色成形。但这只是初步
的规律，不能形成艺术美的欣赏效果。再次实验
后，他发现钧瓷釉面上会出现宽窄不一的像蚯蚓
走泥纹一样的纹路，如树的枝干，饰以点点铜红，
会呈现出一幅雪景红梅图案。

白与红，天然迷人的色彩
这一图景的试验烧制成功引起了钧瓷界的

轰动，一时“踏雪红梅”找杨根成的人络绎不绝。
业内专家评论：踏雪红梅，施釉方法独特，唯有杨
根成多次的专业实践才能掌握得恰到好处。雪
梅釉的另一个特点是蚯蚓走泥纹，点缀在凹凸不
平的山水釉面，与看山流水有机结合，饰以红梅
点点，方可相映成趣。

的确，杨根成的“踏雪寻梅”不单单是纯净的
雪、红艳艳的梅，而是让雪花经过的冬天，在苍茫
辽阔，适出几分静谧与温暖。

杨根成的梅雪作品所描绘的一幅图景，漫天
的大雪在空中飘飞、落下，集蕴在广袤的大地上，
大自然的一切都笼罩在巨大的白色幕布中。在
河边、在溪旁，没有叶子的红梅挂满了亮晶晶、毛
茸茸的雪冰，雪梅相配，大自然的恩赐，有了“梅
须踏雪三分白、雪却偷梅一段香”的诗情画意。
这便是杨根成“踏雪寻梅”作品所要表现的内涵。

杨根成的作品构图简洁，却又赋予整体感，
充满了不加雕琢的韵味。他以流畅的“釉笔”，层
层叠叠的“黑韵”渲染效果，配以浓重的红色彩，
突出画面的主题思想，并以白色的淡雅来表现整
个画面的基调，将大自然之神奇升华为一种艺术
妙境。釉变的画面有浓有淡，但浓淡结合，自然
与情意结合，这样的诗情画意，这样的意境层次，
如人们在舌尖上品到的美酒，醇香而悠远。

“神漂一族”的艺术追求
生于 1975 年的杨根成是河南周口扶沟人，曾就

读于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他在郑州市雕
塑研究所从事雕塑工作。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不少
有价值的作品。2007 年，他受大学同学之邀，来到
禹州市神垕镇做陶瓷设计工作。在神垕工作一年
多的时间里，他被神垕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钧瓷文化
所吸引，萌发了要投身钧瓷事业的决心。和家人多
次商量后，他于 2008 年携家带口来到神垕，租下了
空 心 村 槐 树 湾 的 一 家 废 弃 的 农 家 院 开 始 制 作 钧
瓷。尽管他有雕塑特长及一年多在钧瓷方面的设
计经验，但要掌握有着 1000 多年的钧瓷烧制技艺谈
何容易。在众多好友的帮助下，他尽管建了窑烧出
了产品，但几乎全都是残次品。随后，他开始从基
础学起，并拜钧瓷大师刘建军为师认真学习、潜心
研究，一遍一遍地实验，一次一次地学习，很快便有
了成效。

杨根成的本行是雕塑，他在掌握了钧瓷的基本
烧制技艺后，很快地把自己的优势和钧瓷造型艺术
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最初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
钧瓷作品。他将先贤圣人、古代名人用夸张的造型
思路手工捏制的手法制作出来，虽有夸张但无虚伪
之面，衣钵纹路虽粗犷、笨拙，但不失细腻灵动之
感。每件作品都栩栩如生，观之，好像在读一个古
老而遥远的传说。

杨根成雕塑艺术技艺娴熟，以型为基础，以釉
为先导，并且型与釉都各有特点，两者相互融合，更
显得作品之大美大雅。

杨根成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告诉我们：“我的
作品不仅器型有所创新，开创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风格，不光在于钧瓷形态，而且在于细节上那份
独特的韵味，别人模仿不来。”另外，杨根成的人物
作品看似简单，但细看表现的内心世界很复杂，内
涵也比较丰富。往往在人物的周围，有山川、河流、
花草、小鸟等环境的铺垫，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杨根成的作品很完美，在国内不断获奖，《羞涩
的女孩》《老子笑谈玄机》《九合樽》分别入选前二届
中原陶瓷艺术大展；《老子怀柔天下》《老子礼仪天
下》在中原之星陶瓷艺术大奖中获银奖，并在第九
届钧瓷文化节上获得金奖；《高山流水》《雪蓉花》

《关公》《老子出关》《上善若水》等分别在国内的展
览中获金奖、银奖；“踏雪寻梅”系列作品也分别获
铜奖等。

目前，杨根成是河南雕塑学会会员、郑州市雕
塑协会会员、河南省陶瓷设计大师、郑州市美术家
协会会员、高级雕塑创作设计师。

对有创造力的钧瓷艺人来说，都希望汲取更多
的知识。神垕的厚重历史文化、众多的钧瓷工匠的
特殊技艺、师傅的品德等都是为之学习的源泉。

杨根成希望钧瓷的世界里，应该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姹紫嫣红的苑林。

宋朝诗人卢梅坡《雪梅二首》诗曰：“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
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原意是说一个故
事，妻妾相争，让丈夫评判，于是丈夫写了这首诗来评判。真正被
后人引用最多的和更具意境诗意的是最后两句。正如朱端朝的

《浣溪沙》云：“梅正开时雪正狂，两般幽韵孰优长？且宜持酒细端
详。梅比雪花输一白，雪如梅蕊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古诗
词中，雪和梅同时出现，梅花虽然香，似乎不如雪白，而雪花又没
有梅花的清香，二者各有所长。这些诗句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有
梅有雪有人的冬天才醉人。

世间的事真有异曲同工的妙言。时间到了现代，一个钧瓷工
匠竟在钧瓷的釉变中，形成了雪、梅并存的冬天雪景图，其景之
美、意之深、韵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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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根成在修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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