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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I DONGTAI

文体动态

□李争鸣

一

地处伏牛山余脉，群峰环抱的神
垕，终年熙熙攘攘，流光溢彩，被誉为
中国唯一“活着的古镇”。

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为什
么一直活力无限、魅力无穷？是因为
五彩斑斓的钧瓷不断散发出迷人而
夺目的光彩？是因为窑口出产的钧
瓷彻夜不绝于耳的开片声？还是因
为川流不息的钧瓷朝圣者神驰不已
的赞叹声？

在我心中，古老的神垕生生不息
且愈发美丽多姿的嬗变，实际上就是
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钧瓷
人”用创造不断书写历史，用智慧再
续辉煌的奋斗史。

这是因为，再宏大的历史，也是
由 一 个 个 具 体 而 真 实 的“ 人 ”组 成
的。在一位位钧瓷艺人身上，不仅赓
续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历史传
统，也在其殚精竭虑的劳作中、在千
年不熄的窑火中，映射出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

二

钧瓷被主流学者誉为宋代五大
名瓷之一，以魅力独特、个性十足的
窑变之美独步瓷林，开创了中国瓷器
万彩幻化的审美范式。但与共同生
长在同一年代的汝瓷、官瓷、定瓷不
同，钧瓷记载最早的文献始于明代，
致使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创烧的年代
莫衷一是，衍生出宋代说、金代说，甚
至明代说。

钧瓷的历史尚且如此，有关大师
们的描述晚得更多。由于钧瓷的手
工艺特点，加之正史文献对民间艺人
的忽略，有关他们的记述基本处于不
详不彰的状态，有史可查的钧瓷艺
人，寥若晨星。直至清光绪年间，有
代表性的钧瓷艺人方在地方志书中

有只言片语的呈现，但大多数钧瓷艺
人的贡献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大师资料的缺失，使我们探索钧
瓷历史的发展脉络、考究器物造型的
变革、梳理钧瓷艺术的历史传承，常
常陷入难溯其源、难究其理的困顿。

三

改革开放后，钧瓷步入传承、发
展、繁荣期。有关钧瓷的图书逐年增
多，记录大师的文字日渐充盈，对钧
瓷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这些山一般厚重的大师们终日忙于
劳作，并不善于推广和营销自己；一
些文化工作者碍于各种原因，很难长
期深入其中，系统而全方位地探究和
解读大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全貌。

于 是 ，记 录 好 大 师 们 的 从 艺 历
程，站在艺术大观、人文关怀的角度，
将大师作为一个整体集中展示，让喜
爱钧瓷的藏友便捷地了解他们成长
的足迹，熟悉和把握他们的艺术特色
和艺术成就，同时为更多研究钧瓷史
的学者提供新的素材和路径，从而让
钧瓷艺术在陶瓷之国的星空中闪耀
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是我主编这部书
的动力。

四

书名《中国钧瓷人物档案》，旨在
为钧瓷大师们建档立传。这里涉及
两个问题：一是目前钧瓷界具有各类
资质的大师数百人，“家家有荆山之
玉，人人握灵蛇之珠”，各有独特的看
家本领，该以什么作为选取标准？二
是自清末以来，有记载且去世的大师
就有数十位，又该如何取舍？

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本书
选取了 50 位在世大师和 6 位过世大
师。这些大师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
有窑口，且建窑时间较长；二是有称
号，属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或陶瓷
艺术大师；三是有特点，其作品在社
会上有一定的美誉度，基本形成了一
定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钧瓷

发展高度；四是有影响，在不同的媒
体有过介绍或获取过较有影响力的
大奖，能够代表神垕瓷区整体形象。

应该说，本书所选大师是当代钧
瓷艺人的一个缩影，他们的作品和艺
术成就，基本体现了当代钧瓷发展的
高度。当然，还有一些符合上述标准
的大师因各种原因未能入选，确有遗
珠之憾。

五

这部书是我曾工作过的许昌日
报社各位同事共同创作的结晶。

孙学涛、毛志刚先生承担了主要
书稿的基础写作工作，王增阳先生承
担了部分篇章的采写工作，吕超峰、
耿亚伟先生提供了精彩图片，王利辉
先生通读书稿后提出了许多中肯的
修改意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吕章申
先生不吝墨宝，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景德镇陶瓷大学校长宁钢先生则欣
然为本书作序；许昌市政协副主席
苏建涛先生，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
办公室主任裴红庆先生、副主任张
金伟先生，河南大宋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丰硕先生对本书的创
意及装帧设计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河
南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清
臣先生的鼎力支持。胡先生作为一
位成功企业家，对钧瓷艺术情有独
钟，为配合本书出版，专门建立了
中国钧瓷人物档案馆。书中所有藏
品，将在该馆长久珍藏。在此，一
并致谢！

毋庸讳言，集中采写众多人物
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加之深入
不够，时间仓促，难免存在表述不
够严谨、艺术特色概括不全，甚至
与事实有出入等问题。只能暂付阙
如，期待再版时补正。

（本文为 《中国钧瓷人物档案》
后记，该书已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要为大师建档立传

□林韵

为进一步弘扬古琴文化，展现古都许昌古琴文化
历史，把古琴文化打造成许昌的亮丽文化名片，由许
昌市人民政府、中国乐器协会主办，许昌市委宣传部、
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北京乐器学会、中国乐器
协会器乐文化专业委员会、天津城建大学中国古琴研
究与发展中心联合承办的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暨
全国名坊琴展于 4月 8日在许昌举行。

近年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已被广泛重视，
但“如何做”需要统筹谋划并推进。如果能够以考证
古都许昌为古琴曲的重要发源地为契机，把握许昌与
古琴文化的地方特色，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打造许昌
文化名片，许昌一定能够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
放异彩。

一、挖掘许昌文化内涵，深度表述地方特色
古琴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弹拨乐器之一，已经

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古琴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历
史文献中，春秋战国之后，古琴日渐成为中国人最高
的审美情趣之一。

在古琴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占有重要地
位。古琴文化同河南多地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殷商
故都安阳哺育了古琴文化的源头；以开封为中心的北
宋琴画至今仍享誉世界，让人回想起昔日汴梁的繁
华；古琴文化史上最有名的焦尾琴是用上好的泡桐所
制，而河南兰考以泡桐木制琴驰名中外，是名副其实
的“世界民乐之乡”。

在古琴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昌同古琴，尤
其是古琴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存最早的古琴
曲《遁世操》，就是由尧舜时期隐居许昌的名士许由所
作，许昌至今仍有许由挂瓢处、许由冢等历史遗迹留
存。不仅如此，目前广为流传的十大古琴名曲之一

《广陵散》也与许昌有着深厚的渊源。《广陵散》又名
《聂政刺韩王》，描述的是战国时铸剑工匠之子聂政刺
杀韩王，为父报仇的悲壮史实。春秋时期韩国的故都
阳翟，就是现在的禹州，目前禹州仍有聂政台留存。

许昌是三国时期魏都所在地，汉魏时期是古琴发
展的高峰时期，现存古琴名曲与三国历史人物、历史
事件相联通的有 50 多首，足见许昌在古琴文化史上的
重要地位。

因此，挖掘许昌古琴文化资源，深度表述许昌古
琴文化在音乐学、历史学等意义上的人文性，有利于
奠定许昌古琴文化在历史传承方面无可比拟的重要
地位。

二、讲好古琴文化故事，打造许昌文化名片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一个地方核心竞争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开发地方特色文化资
源，是提升一个地方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举措。不
断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文化传播影响力，将为推动
许昌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要真正挖掘古琴起源和器物留存、曲谱传承以及
斫琴技艺与许昌的深刻关系，使许昌真正抓住古琴渊
源、古琴曲发源地和斫琴工艺的重要传承地的优势，
突出地方特色，讲好许昌古琴文化故事，以文化自信
来打造许昌文化名片。继三国文化、钧瓷文化之后，
相信古琴文化会成为新的许昌标签和名片，助力许昌
成为中原名城、中国名城乃至世界名城。

三、实施高质量挖掘和开发，匹配古琴之世界文
化遗产定位

2003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二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古琴艺术
与世界其他 27 种艺术形式一同获此殊荣。近年来，古
琴文化源流方面亟须做大量的文献整理和文字沉淀
工作。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许昌古琴文化，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古琴与中原尤其是许昌的紧密联系，
亟须出版一大批厚重的学术著作，推动古琴非遗文化
高质量发展，与世界文化遗产定位相匹配。

要深度挖掘古琴与河南在历史和现今的强大关
联，为将古琴文化打造成中原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助
力新型城镇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实物支撑和理论支
持。

四、彰显古都文化特点，建设古琴文化特色小镇
河南的特色文化小镇建设水准一直位于全国前

列，以兰考的固阳小镇为例，就规划形成了以笛、箫、
琴等乐器为中心，集制造、表演、观赏等为一体的多维
度乐器文化小镇。许昌也有文化小镇，如以钧瓷文化
为主题的神垕小镇，但是以古琴文化为主题的小镇尚
未规划并打造。如果许昌能够建立以古琴曲源头和
古琴名曲为中心的古琴文化小镇，打造涵盖古琴历
史、古琴制作、古琴表演、古琴文化普及和传播为一体
的特色小镇，不仅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热
情，而且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真正使古琴文化成为助
力许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古琴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古都许昌极具潜质的文化名片之一。弘扬一地
之文化，必须突出一地之特点。许昌作为曹魏古都，
其特点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但尚有以古琴及古琴
曲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文化资源亟待开发。这是历史
留给许昌的宝贵财富，也是时代赋予许昌人民的宝贵
机遇。 （作者为许昌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

挖掘许昌古琴文化资源
精心打造中原魅力古都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作为钧瓷界知名的大师，一直以
来，苗长强以《长城鼎》《小口尊》《祥
尊》《双龙瓶》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
品，展示着其在钧瓷艺术上的执着追
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
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苗家
钧窑的掌门人，苗长强深受父亲苗锡
锦的影响，在钧瓷文化的挖掘、传承
和弘扬上不断探索。

为人诚恳的苗长强并不善于言
辞，但在面对钧窑历史和钧瓷艺术发
展的问题时，他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
的独到见解。近日，苗长强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

关于钧瓷

“始于唐、盛于宋”的思考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这在钧
瓷界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语。从中
国陶瓷史上看，钧瓷窑口的根脉可以
追溯到唐代。但要想真正弄清楚这
个问题，需要从钧瓷的发展历史往上
追溯。苗长强认为，弄清楚唐钧花瓷
与后来钧瓷的关系，就能比较清晰地
理解为什么说钧瓷“始于唐”。

“‘唐黑釉蓝斑器’，也叫唐黑釉
花瓷，在唐代，山西交城、陕西耀州、
禹州神垕下白峪、禹州苌庄、鲁山段
店等地都生产这种瓷种。在禹州，这
种花瓷已成为当地主要瓷种之一，苌
庄、神垕等主要瓷区都大量生产。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禹州市曾多次出
土黑釉花瓷的完整器物。自从 1977
年冬在神垕下白峪发现唐黑釉花瓷
至今，父亲和我对黑釉花瓷的研究从
未停止过。他把从下白峪古窑址得
到的瓷片标本送到故宫博物院，经权
威专家鉴定确认烧制年代为唐代。
2005 年，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刘凯民采用现代科技手
段测试和分析，充分论证了唐代花瓷
釉与宋元钧窑系釉等分相乳光釉的
源流传承关系。我们的论文《唐钧花
瓷的本质及其与后世分相乳光釉的
关系》被收入《中国禹州钧瓷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后又发表于《山东陶
瓷》2006 年第一期。”苗长强说。

在苗长强看来，这种黑釉花瓷造
型古朴，釉色凝重豪放，别具特色。
在黑釉上泼着大块的乳光蓝斑或白
斑纹，黑釉花瓷上的窑斑乳光莹润，
淋漓酣畅，变幻莫测，对后世分相乳
光釉的产生意义重大。继唐钧之后
在同一窑区陆续烧制成功的柴窑、钧
窑、汝窑的“雨过天青”等一系列分相
乳光釉，都是在其启示下发展演变出
来的创新釉种。

钧窑烧制技艺在传承中发展

“陶瓷制品的烧成是一个复杂的
物理、化学变化过程。物理变化主要

有干燥收缩、烧成收缩、自有水的
排出、颜色的变化；化学变化比较
复杂，烧成过程中不但坯釉原料相
互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复
杂的硅酸盐和铝硅酸盐，燃料燃烧
所产生的气体也参加了陶瓷制品的
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中比较常见的
就是氧化还原反应，那么就有了陶
瓷上所讲的氧化焰和还原焰。”苗长
强说。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苗长强对
钧瓷釉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

“钧窑自恢复烧制以来，仿天青、月白
釉者很多，和紫红钧釉相比，其难度
较大，故烧天青、月白釉多是加入着
色剂，所以在不加着色剂的情况下烧
成仿柴之‘雨过天青’实在不易。随
着科技的进步，钧釉中的化学成分特
别 是 微 量 元 素 的 含 量 都 能 精 准 分
析。研究表明，钧釉中的天青、月白
釉是在还原气氛下自然形成的。所
以钧窑量产由起初的人为在釉中加
入着色剂以氧化焰烧成大火蓝，到后
来以天然矿物原料还原焰烧成天青、
月白釉，属于借鉴古钧窑创新发展的
一种突破。”苗长强说。

时代在进步 ，技术在创新。如
今，钧釉的调制更趋容易，烧成的钧
釉玉质感更强、开片更有趣、结晶倾
向更强、微观结构更离奇。另外，钧
窑所用的窑炉及燃料也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钧

窑烧成采用了抽屉式窑炉，燃料新增
了液化气，窑具也由原来的匣钵盖
烧，发展为使用氮化硅棚板裸烧，成
品率大大提高，釉的成色也变得非常
稳定。钧瓷中的天青、月白、葡萄紫、
鸡血红等名贵釉色也较容易出现，且
色彩更纯正。

在苗长强看来，与古代钧瓷烧制
工艺相比，现代钧瓷烧制工艺主要具
有以下特点：

一是改进窑炉结构及窑具材料，
控制炉温更容易。温度的高低直接
影响成瓷的质量。在科技落后的古
代，窑具的耐火度偏低，高温下窑具
匣钵和产品极易倒塌，低温烧成的釉
面就像淤泥干结后产生的裂纹，有的
用手指就可以揭掉。古代窑炉结构
使其内部产生足够大的温差，有的高
达 300℃ ，因 此 容 易 造 成 生 烧 或 过
烧。如今，轻质保温材料的使用，使
炉 内 温 差 大 幅 降 低 ，一 般 不 超 过
20℃。

二是燃料多样化使烧成工艺更
趋多元。古代钧窑烧制大多使用柴
烧。实践证明，不同材质的木柴除了
能够给钧瓷烧制过程提供热能外，对
钧瓷釉面质量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低
估。一些松柏等质地较硬的木柴往
往能增加釉面的玉润感。煤比木柴
含有更多的有机成分和无机成分，对
钧瓷制品的釉面会造成更显著的影
响。引入天然气和液化气为燃料，给

钧瓷烧制带来了质的飞跃。以液化
气和天然气为燃料，比柴和煤更容易
控制窑炉气氛和温度，窑工劳动强度
降低，烧成过程一气呵成，不再像柴
烧和煤烧有非常复杂的烧成气氛变
化。

钧官窑之谜的破解

和钧瓷艺术的发展

位于禹州市老城区的宋代钧窑
遗址，曾是北宋时为皇室烧制钧瓷贡
器的官办大型窑场。该窑场内所烧
制钧瓷器皿，无论是从釉色还是造型
看，都代表着钧瓷发展于鼎盛时期的
最高工艺水平。“对钧官窑址的研究
表明，钧釉的窑变效果与本地原料的
性质及微量元素、地理环境都有一定
关 系 ，必 须 遵 从 严 格 的 制 作 工 序 。
1973 年钧官窑遗址发掘时发现钧官
窑遗址里的釉土是经过由高及低 3
次澄滤后才投入使用的，泥料的使用
也需要经过严格澄滤。同一矿区的
泥料处于不同矿层，也会对釉质产生
一定的影响，必要时须在釉料中加入
熔块。”苗长强说。

1973 年对宋钧官窑遗址中的一
处制瓷作坊残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
清理出了疑似澄滤后的钧瓷釉料土
层。对该土料进行化学分析的结果
显示，受检土料中含氧化硅 72.2%、
氧化铝 12.39%。这个结果说明，这

些土料成分符合钧瓷釉料高硅低铝
的基本要求。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凯民对这些土料
进行了化验分析，发现该土料含氧化
硅 77.2%、氧化铝 9.07%。两地化验
结果虽然在氧化铝含量上微有差异，
但在高硅低铝的认定上是一致的。
据此可以初步肯定这些土料就是宋
钧窑当年使用而遗留下来的釉原料，
而且是通过淘洗澄滤沉淀等工序之
后的纯净釉料。依据这批出土釉料
成分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试烧，钧瓷界
最终成功烧制出了堪与宋官窑器皿
釉色相媲美的天青釉、月白釉和玫瑰
紫釉。

“北宋时期，陶瓷匠师在唐代花
瓷技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把
含铜元素的原料加入釉内经高温还
原烧制，钧瓷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
然，可以说以铜为着色剂加入釉中是

‘瓷中注定’。”苗长强说。
在苗长强看来 ，钧瓷的珍贵之

处，首先是好的窑变釉色，其次则是
造型。自钧窑恢复烧制以来的百余
年间，钧窑匠师在钧釉研究方向上，
以宋钧官窑釉为典范进行模仿，并用
现代化手段测试出釉中的化学成分，
但宋代匠师配制釉料究竟用的什么
原料，均处于猜测之中。

“原料对钧瓷制品的影响不可忽
视。组成陶瓷釉的主要元素不外乎
硅、铝、钾、钠、钙、镁、钛等，钧釉也不
例外。钧釉的主要成分是能够形成
玻璃体的硅酸盐。不同的是，钧釉在
烧制过程中会产生‘液—液分相’作
用，形成乳光莹润的艺术效果。只要
釉中的硅、铝比例及磷含量适度，烧
成气氛合适，就能形成乳光分相现
象。”苗长强说。

“钧瓷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着
自己的特点，由于追求不一样，自然
产生了不同的风格。钧瓷的器型和
釉色发展到今天，说令人眼花缭乱并
不夸张。但在纷繁复杂之中，我们应
该把握一条主线，天青、月白、红、紫
这些基本釉色我们不能丢弃。不管
钧瓷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将钧瓷的
特质传承下去。”苗长强说，在当代艺
术品市场存在大量的瓷种和名窑，
它们体现着不同的设计理念和艺术
风格。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
同朝代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
和用途不同，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作
品。“钧瓷人”应该始终坚持自身特
色。钧瓷之美，美在器型，更美在
釉色。一件作品的造型一定要体现
出釉色之美，要提供一定的釉面来展
现釉色。因此，钧瓷的造型一定要繁
简有度。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
止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
光环的背后，凝聚着苗长强数十年对
钧瓷艺术的不懈探索。

溯源钧瓷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苗长强谈钧窑及钧瓷艺术发展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近日，
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19—2022
年河南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名单公布，许昌实验小学游泳中心
成为第一批被省体育局命名的省
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标志着
我市游泳竞技项目训练管理更加
标准化。

近年来，我市体育事业呈现出
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体育苗子，在各项比赛中
屡创佳绩：在 2016 年河南省青少年
儿童游泳锦标赛上，我市游泳健儿
取得一金一银；在 2017 年河南省青
少年儿童游泳冠军赛上，我市游泳
健儿斩获一金二银。此次许昌实
验小学游泳中心被省体育局命名
为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体
现了省体育局对我市青少年体育
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为
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的进一步发
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市体育运
动学校校长袁海东介绍，此次被命
名为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除了缘于许昌实验小学游泳中心
环境优越、硬件设施齐全之外，还
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对我市体育事
业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对体
育事业的大力支持。今后，该基地
将以提高体育后备人才质量和竞
技水平为中心，牢固树立“人才第
一”育人理念，遵循青少年生长发
育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规律，
不断提高科学训练水平。

“创建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是推动青少年训练工作适应
新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旨在实施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加强我省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袁海东说，在公布的河南省单项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名单中，全省共有
78 家单位（开展的 112 个项目）被
命名为第一批省级单项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

我市首个省级

单项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正式揭牌

◀苗长强近照
▼苗长强钧瓷作品《鸡心尊》

近日，许昌第
十三届三国文化旅
游周健身气功五禽
戏展演活动举行，
吸 引 了 1000 余 名
健身气功五禽戏爱
好者积极参与。据
了解，健身气功五
禽戏在我市有深厚
的群众基础，已成
为我市全民健身活
动的一大亮点。

寇旭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