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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说到近年来在钧瓷界成为明星产
品的钧瓷茶具，钧瓷大师白胜利是经
常被提及的知名人物之一。以钧瓷茶
具为艺术方向，白胜利钻研多年，开
创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壶艺之路。

一直以来，不善言谈的白胜利只
专心做以钧瓷壶为主的钧瓷茶具。他
的钧瓷壶因造型典雅、釉色古朴、工
艺精湛、把玩舒适而受到收藏家的青
睐，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相较于不少创作者执着于在器型
和釉色上不断创新，白胜利依旧遵从
着内心的想法，不盲从，不焦躁。不
久前，当记者在白胜利的窑口茗钧堂
见到他时，他依旧在作坊中忙碌着。
展厅的博古架上，器型多样、釉色各
异的钧瓷壶在柔和的灯光下，初看朴
实无华，再看端庄温润，细看工艺精
湛。

“作为长期专注于钧瓷壶的创作
者，我能深刻体会到以钧瓷壶为代表
的钧瓷茶具近年来在钧瓷界的火爆程
度。如今神垕大大小小的窑口，很大
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钧瓷茶具的
创作中。但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钧瓷壶的历史并
不长，之所以能够有如今这样的发展
局面，依托的是 1000 多年钧瓷艺术所
开创的辉煌历史和现在。钧瓷壶代表
着钧瓷的一个发展方向，但并不是钧
瓷的全部，更不能简单地以钧瓷壶的
艺 术 价 值 来 判 断 钧 瓷 的 艺 术 价 值 。”
白胜利说。

一把小巧的钧瓷壶，同样展现着
钧瓷的艺术特色。在白胜利看来，好
的钧瓷壶不一定非要追求造型新奇、
釉色罕见不可。一把钧瓷壶，能够做
到线条流畅、器型规整、釉色自然、
窑变丰富，就是能够打动人心的精品
之作。“做钧瓷壶，不仅要做好壶的
造型，还要赋予它文化内涵。钧瓷壶
的釉色、造型固然重要，但那只是外
表，最重要的是好用、美观，处理好
细节。一把好壶来自哪里？一方面来
自创作者的精湛技艺，另一方面来自
创作者的思想。”白胜利说。

什么是好的作品？既要看工艺的
精细化程度，又要看这件作品的内涵
和神韵。在白胜利看来，同一名称的
作品，在创作时也会产生很多细微而
精妙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让每一
件作品都有了自己独特的神韵。而这
些变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在长期
的创作实践中感知到的。以白胜利的

《圆满壶》 为例，壶身呈扁圆形，器
型简练，不失恢宏，庄重大方。细细
把玩，或能领略到一种功德圆满、无
复他求的禅意。《圆满壶》 壶身施以
美 人 醉 釉 色 ， 让 人 在 恬 淡 的 意 蕴 之
外，领略到一种别致的艺术张力。白
胜利做的 《石瓢壶》，壶体精致，施

以紫金釉，釉色与胎色浑然一体，有
一种自然之美。白胜利做的 《大圆满
壶》， 采 用 的 是 钧 花 釉 ， 釉 质 淳 厚 ，
雍 容 华 贵 ， 但 壶 型 整 体 并 不 “ 霸
道”，反而透出一种颇具亲和力的贵
气。

白胜利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告
诫自己，不做则已，要做就做最好的
钧瓷壶。他利用自己扎实的基本功，
从原料的配比做起，逐步减轻钧瓷壶
的 重 量 ， 不 断 提 高 各 工 序 的 质 量 ，
边、角、口、足，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然后，根据壶的造型搭配合理的
釉色。“传统钧瓷厚重、大气，釉色
温润如玉，传统茶具雅致、大方。钧
瓷入茶道，从束之高阁的观赏器发展
为可观赏、可把玩的养生艺术品，是
一条值得坚持的创作之路。我觉得一

把制作精美的壶是有生命的，特别是
钧瓷壶。钧瓷壶的生命来自匠人在制
作时，从拉坯、施釉、烧制到修整、
研磨，注入的心血，更来自钧瓷独有
的窑变效果。”白胜利说。

白胜利极少过分追求造型的与众
不同，在他看来，即使是最常见的造
型和釉色，也能体现出不同创作者的
创作能力和创作思路。一点微小的改
变，就能展现出个人特色。 “一个钧
瓷艺人，只要长期坚持，工艺的提高
只是时间问题。但如何在钧瓷作品中
融 入 自 己 的 创 作 思 想 ， 很 有 难 度 。”
白胜利说，对于钧瓷壶制作来说，工
艺是最基础的，审美是关键。

一壶知千秋。在白胜利的作品
中，记者看到了 《抽角四方壶》《方
圆壶》《井栏六方壶》《执把壶》《石
瓢壶》《大容壶》《直言壶》 ……制作
每一把壶，对白胜利来说，都是一次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

什么是好作品？既要看工艺的精
细化程度，又要看内涵和神韵。 因
此 ， 在 推 出 近 百 种 器 型 的 钧 瓷 壶 之
后，白胜利越创作越觉得不足。

“钧瓷艺术可以说包罗万象，单
单钧瓷壶这一小门类就有着广阔的创
作空间，如何在其中留下自己的思想
和 艺 术 语 言 并 不 容 易 。 怎 么 办 ？ 多
做，多看，多学，多思考。要时刻保
持清醒，想一想自己到底是在追求一
种怎样的艺术境界，想一想要带给观
赏 者 怎 样 的 审 美 体 验 。 作 品 只 是 皮
囊，文化才是内涵。如果缺乏一定的
文 化 元 素 ， 很 难 说 这 是 一 把 好 壶 。”
白胜利说，他依旧在探索着。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其发展
与 饮 茶 之 风 的 兴 盛 有 着 同 样 的 时 间
点，在历史的更迭中逐渐交织。我们
难以探究古人是否曾用钧瓷饮茶，但
茶 与 钧 瓷 都 代 表 一 种 雅 致 的 生 活 方
式 。 而 今 ， 生 活 在 物 质 社 会 的 现 代
人，在追求古人生活方式之时，或许
就从一把钧瓷壶、一杯茶开始。“和
钧瓷 1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以钧
瓷壶为代表的钧瓷茶具这短短十多年
的发展历史，只是其中非常微小的一
个片段。我们要抱着对钧瓷艺术负责
的态度去创作钧瓷壶，对钧瓷艺术抱
有敬畏之心。不能想怎么创作就怎么
创作，更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
要打造一个可以流传百年甚至千年的
艺术分支，靠的是钧瓷壶创作者更好
地理解钧瓷艺术的内涵和艺术特征，
并将这些钧瓷的本质特性体现在钧瓷
壶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
记得，钧瓷壶的本质还是钧瓷。”白
胜利说。

僻静的院落，青砖翠竹；矮篱围
起的菜园里，番茄和黄瓜长势正好，
一派田园气息。在这幽静的环境里，
白胜利直面新难题，为钧瓷壶的未来
发展继续自己的探索。

壶 之 韵
——记钧瓷大师白胜利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前，记者从市文
广旅局获悉，为进一步推动文旅行业恢复发
展，市文广旅局积极转变思路，坚定工作信
心，采取系列创新举措，推动文旅行业复工
经营，提振市场信心，促进文旅消费，培育文
旅消费新业态，推动文旅市场复苏振兴。

据了解，该局通过打造文旅平台、推动
文旅项目落地、发展乡村旅游等多个方面，
推动文旅行业复苏。一是加快文旅平台建
设。该局加快推进一站式文化旅游消费平
台建设项目，重点加大对我市农特产品、文
创产品的包装、宣传、推介和营销力度，按照
网上与网下、景点与酒店、统一与分散营销
相结合的原则，力争打出特色、形成规模，积
极 促 进 文 旅 消 费 。 二 是 推 进 文 旅 项 目 实
施。该局完善文旅产业转型发展方案，研究
制定新措施、新机制，抓好 2020 年重大文旅
项目规划建设，通过项目带动发展；加强文
创产品研发，继续办好“魅力中原”文化创意
大赛，评选推出系列城市文化礼品——“许
昌礼物”。三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该局按
照“点面结合、分批打造、有序推进”原则，重
点打造 2 镇 16 村乡村旅游示范村镇、精品民
宿；发挥文旅资源教育功能，推出一批以文
化景区、场馆为主的历史文化类，以乡村旅
游重点村镇、休闲观光园区为主的农事体验
类，以古镇古街、传统村落为主的传统文化
类，以红色景区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
主的红色文化类的研学旅游项目，打造研学
旅游精品项目、精品课程、精品线路，探索成
立研学旅游联盟或协会，认定一批研学旅游
示范基地。四是抓好文旅节会活动。该局
将继续指导景区推出赏花季、采摘游等活
动，指导景区举办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节会
活动，提升“曹魏故都—许势待发”文旅宣传
推广品牌效能，精心筹备许昌市旅游商品征
集推广活动，推出近游许昌行动、“美丽乡村
我的家，大家一起游许昌”活动等，引导市民
出游，促进旅游业尽快复苏。

我市持续推进

文旅行业

恢复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张凯利）
日前，市文广旅局按照局党组工作部署要求
和驻村联络帮扶整体安排，组织调研组到襄
城县半截楼村开展扶贫调研及党建“手拉
手”活动。

调研组认真听取了驻村第一书记的汇
报，并针对半截楼村的农业发展现状、面临
问题、未来规划进行了现场研讨。随后，调
研组对半截楼村的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指
导，并根据目前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不足、支
部作用发挥不够、党员参加组织活动积极性
不高等党建难题，以及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不够丰富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调
研组根据现场讨论结果，初步制订帮扶解决
方案，计划通过开展农产品产销培训，帮助
农民增收；通过党建“手拉手”等活动加强联
系，为基层党组织带来更多帮助、指导；通过

“文艺轻骑兵”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为基层
群众带来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体验。

市文广旅局

开展扶贫调研

及党建

“手拉手”活动

□李俊杰

前段时间，河南广播电视
台 到 禹 州 市 星 航 钧 窑 拍 专 题
片，在录完任星航手工拉坯、窑
炉解析、身世述说等之后，我和
几 位 记 者 一 起 坐 在 茶 桌 旁 品
茶。当谈论到钧瓷专著时，有个
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看
到的钧瓷专论专著不少，但谁
是系统阐述钧瓷专论的第一人
呢？最早在哪个朝代？在座的
没有一个人能答出。

“我存的书籍中有一本《钧
瓷十五论》，是清代同治年间的
一本手抄本。你们看看，有没
有 什 么 价 值 ？”任 星 航 说 。 随
后，任星航打开他存放这本书
的檀木箱子，拿出一本封面已
破损、纸页已发黄、内文用毛笔
小楷抄写的线装书。这本书字
与字之间之间根本没有分开，
而且一通到底，只是在字的旁
边用红笔画有逗号、句号，才让
我们能读出一句完整的话。但
该书用的是繁体字，我们大多
都读不出来，任星航边看边朗
读，给我们断句。

从任星航的详细读解中，
我们初步了解到这本手抄书共
有十五论：论土、论泥、论灰、论
硷、论药（釉）、论黑碟、论匠人、
论供作、论火、论窑、论抱窑、论
烧窑、论管窑、论装窑、论割笼，
所以起名《钧瓷十五论》。

在任星航的指导下，我们
看了几个章段，如《论火》篇载：
初点火务要点匀流，使火起得
旺 ，则 至 底 火 旺 ，可 以 烧 一 二
班；若点得不匀可以多烧一二
班。凡烧窑至早饭后至午饭时
为一班，午饭后至喝汤时为一
班 ，前 半 夜 为 一 班 。 如《论 匠
人》篇载：窑场内做轮者做坯者
谓之匠人，成阁坯为之供作，一
供一作，坯方能成，其实都是匠
人 ，其 攻 有 五 好 ，第 一 要 绽 把

好，第二要底好，第三要蒉好，
第四要厓好，第五要钱好。

据任星航介绍，这本书是
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任志修于
同治年间编写而成。他家的家
谱记载，任星航爷爷的爷爷的
爷爷的爷爷（任星航上九代）任
希 业 在 乾 隆 二 十 六 年（1761
年），由山西榆茨来到河南禹县
的神垕镇从事经商活动（属晋
商），到神垕后，就和儿子即任
永吉从事瓷器经营，后和他人
合资买了鸠山镇的碗药山作为
瓷器釉料供应基地。任永吉的
儿子任志修从小受到神垕镇烧
制钧瓷和父辈们的影响，刻苦
钻研，虚心求教，多次到不同的
窑口向老艺人求教，在弄清弄
懂了与烧制钧瓷有关的各种理
论知识后，结合自家窑口进行
实践，后用多年时间写成了系
统介绍从烧制、管理到规矩、奖
罚等十五论的钧瓷专著。每论
1000 余字，全书共约 2 万字，无
标点，每论一段写完。

根据写作时间和任星航家
的家谱，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
约是同治六年（1867 年），距今
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了。那么
这本钧瓷论著在钧瓷界属不属
于最早的论著呢？

先看一下历朝历代有关钧
瓷 的 著 述 。 在 孙 彦 春 主 编 的

《中国钧瓷志》一书中，记载关
于瓷的最早图书是先秦的《考
工记》，里面有“窑变之器”的字
句 ；到 后 来 各 朝 代 的《杜 阳 杂
编》《辍耕录》《博物要览》《长物
志》等都有瓷的记载，即便是清
初程哲写的《窑器说》也主要是
论述景德镇窑器和各地各窑及
宋代各窑及清初瓷器。民国初
年黄矞编的《瓷史》，论述的也
是中国陶瓷业从上古到清朝末
年的发展历史，关于钧瓷的系
统全面论述也不是很多，其篇
幅更没有多长。如明清《留青

日扎》仅有“钧州窑，钧州稍具
诸色，光彩太露，器极大，今河
南新改禹州，其器免丝纹、火焰
青 青 ”寥 寥 几 句 。 还 有《俨 山
集》中记载“钧州缸”“钧州葵花
水奁一幅”“葵花水低一个”等
器物，也只是提到了几个品种。

到 了 光 绪 三 十 一 年（1905
年），有了《钧窑瓷业公司章程》
这样一份反映清末钧瓷制造工
业有关情况的重要文献。这份
文件式的文献比《钧瓷十五论》
晚了 38 年。《钧瓷十五论》不但
较历代钧瓷文献的记载详细、
系统、全面，而且据目前已发现
的各种资料而言，《钧瓷十五
论》 有可能是历代最早的专门
论述钧瓷的手抄本。

钧瓷虽然是中国仅有的独
特瓷，但它制作、生产、研发
只有河南的禹州，所以对于钧
瓷 的 研 究 ， 大 多 是 我 市 的 作
者。现代较早出版钧瓷专著的
是 1987 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由 晋 佩 章 编 著 的 《 钧 瓷 史
话》；12 年后的 1999 年，河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苗锡锦主编
的 《钧 瓷 志》； 2000 年 以 后 ，
钧瓷专著更多，《钧窑瓷鉴定
与鉴赏》《中国钧瓷艺术》《禹
州 钧 台 窑》 等 ， 这 些 钧 瓷 专
著，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全
面、颇具文彩地对钧瓷进行了
阐述。

由此，我们说 《钧瓷十五
论》 的编者任志修是我市最早
论述钧瓷的艺人。遗憾的是那
个年代只能用手抄本的形式在
民间扩散，也由于地域性不可
能被官方所重视并得以出版全
国推广，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低
估的。当时，抄写这本书的有
不少钧瓷艺人和新人，他们在
吸取书中的精华之后，都运用
到了钧瓷的实践中来，为钧瓷
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谁是我市钧瓷著书第一人

今年“五一”假期，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我市各地推出丰富的文化和旅游活动，为
游客带来多彩假期体验，乡村游、周边游等近程旅游成为热点。在禹州市张家庄、襄城县雷洞
红石村、鄢陵建业绿色基地等地，游客们呼吸新鲜空气、观赏绝美景色。图为游客在禹州市浅
井镇宋家大院（上）及神垕古镇（下）参观。 王增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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