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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伟

三、工匠精神之解读
工匠精神，是工匠们在不断雕琢作品、改善工艺、享受升

华的同时，从细节处追求完美和极致，在品质上精益求精的
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一是敬业。
敬业是从业者基于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
心投入的职业精神状态。二是精益。精益就是精益求精，是从
业者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追求极致的职业品
质。三是专注。专注就是内心笃定而着眼于细节的耐心、执
着、坚持的精神。四是创新。创新是指技术追求突破、追求革
新的创新内蕴。就钧瓷行业而言，工匠精神应有新的内涵和
更高的要求：一是要具有人文精神内涵的创新。钧瓷产业的
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革新创新，还要在人文层面引领和
与时俱进。所有在充分孕育下创作出来的作品，通过融入生
活满足生活之需，引领人们生活新风尚。二是要有由技而道
的追求。通过创作让每件钧瓷作品成为人们提高审美能力的
金钥匙，成为人们享受美、感知美、享受生活的载体。

宋钧官窑器物就具备这样特质。不知道宋钧官窑器物对
我们耳语的美的内涵，就不知道我们当下的器物的审美取向
是多么庸俗。只有人人都能充分回答，才有可能赋予当下钧
瓷新的生命；如果一问三不知，甚至不懂装懂，就无法延续钧
瓷的生命，钧瓷也就永远定格在宋代，永远保留在博物馆展
柜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们现在的钧瓷产业只
能徒劳地在原地循环，无任何前景可言。

四、钧瓷文化产业发展之思考
一是要正本清源，坚定自信。从历史上看，钧窑是宋代五

大官窑之一，又是宋元时期六大窑系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
史上举足轻重，其五彩斑斓、色彩绚烂的自然窑变，对后世陶
瓷发展影响深远。宋钧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就，在于其既有
庞大的产业规模满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又有无
穷的艺术魅力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追求，成为世人眼中的永
恒和经典。这告诉我们，当前的钧瓷文化产业要想不断发展
壮大，首先，要坚定钧瓷文化自信，从历史的制高点来追溯、
进行正本清源。其次，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达到雅俗共赏。既
要围绕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融入现代创意设
计，开发生产满足现代人不同层次生活需求的钧瓷工艺品、
日用品，又要吸引国内外陶艺家创作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钧
瓷艺术品。只有这样，钧瓷文化产业才能既有庞大的产业基
础和规模，又有永恒的艺术品位和魅力，市场份额才能逐步
扩大，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钧瓷文化才能真正得
到弘扬和繁荣，钧瓷才能既成为“阳春白雪、国之重器”，登到
庙堂之上，又能真正“走近百姓、融入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
伴侣，达到雅与俗的有机统一。

二是要“内圣外王，王道天下”。“内圣”，即以修身为本，
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具圣人才德；“外王”，即以经
世为用，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施行王道。“王道”的理想
境界是“内圣外王”，就是通过修己，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
养，达到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就钧瓷文化产业
而言，亦是如此，即要通过保护传承弘扬钧瓷文化、加强钧瓷
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构建、推进钧瓷人才全方位培养、推动
钧瓷文化产业创意设计和技术全面创新等途径，充分提升技
艺技能、淬炼品质，切实增强产业发展动力，激活产业发展活
力，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只有通过“文化+”“旅游+”“古镇+”

“互联网+”等，才能有所依托，才能发展拓展效应，新经济、新
业态、新模式才能真正与产业互动，助推产业健康发展。换而
言之，只有在繁荣发展的钧瓷文化产业本体的基础上，其衍
生产业才有繁荣的可能。钧瓷文化产业要重点推动钧瓷文化
产业本体发展，由此带动或者促进其衍生产业发展，形成良
性互动、良性循环，真正繁荣发展壮大，即以繁荣的钧瓷产业
自身作为核心产业，形成集原料加工、工艺研发、生产制作、
市场销售、行业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链，带动包括钧瓷
文化保护弘扬、艺术交流、产品交易、包装物流、市场推介、艺
术品拍卖、古玩收藏、旅游休闲、观光体验等共同发展，打造
特色鲜明、结构合理、链条健全、配套完善、健康发展的钧瓷
文化产业集群，推动钧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和带动
其他瓷种的繁荣与壮大，助推中国陶瓷文化繁荣复兴。

三是要注重营造美的氛围，即要形成社会集体之审美意
识，提升大众审美水平。一件好的作品，既要具备自身美的内
涵，又需要当下人们审美的认同和发现美的素养。只有这样，
器物才能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参与构建人类的高品质生
活。我们经常碰到如下情形：口袋中满满钞票的人来买钧瓷，
明明看上一件喜欢的，但下手前总是咨询一同前去的朋友的
意见。如果意见与自己相左，则会因此改变初衷，这是缺乏自
信的表现，也反映出当代人对美缺乏充分的认知和自信的审
美情趣。所以只好随众人的品位，以价格高低来评判好坏。这
种现象很普遍，说明当下社会，人们的审美水平急需提升，急
需营造产生美的环境和存在的环境。如果社会没有良好的、
高水平的美的氛围，好的作品也就无法成为美好生活的参与
者，无法与当代人们生活对接甚至融入。因此，美的器物产生
不仅是对制作者的一次美的素养的考验，也是对欣赏使用者
的一次美的素养的考验，是整体社会美的氛围的见证。

（作者系禹州市钧瓷研究所所长、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馆长）

后疫情时代

钧瓷文化产业发展

再审视（下）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6 月 30
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部门获悉，
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一期
工程——灵井“许昌人”遗址文物
保护利用设施展厅已竣工，遗址保
护利用设施建设工程通过验收。

据了解，灵井“许昌人”遗址文
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遗址考古发掘核心区，是国
家发改委批准列入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的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600 万元，其中中央
预算内资金 360 万元，地方财政配
套资金 240 万元。2018 年 2 月，国
家文物局批准了该项目设计方案；
2018 年 9 月，建安区文广旅局完成
了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并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5 月整体
工程全面完工。该项目建设包括

遗址核心发掘区域建设保护展示
棚、铺设看护道路、设置排水管网
系统、院内绿化等内容。灵井“许
昌人”遗址核心发掘区主体建筑保
护展示棚建筑形体仿遗址上出土
的骨雕刻鸟（专家称“灵鸟”）的特
征，三片曲线屋顶象征着三只灵
鸟，同时暗示了灵井“三泉”（李井、
灵井、王井等 3 眼泉水井），突出了
灵动的特征，有灵动飞翔之势，形
成了湖水之上灵鸟飞翔的美好意
境。核心发掘区保护展示棚建筑
占地 1080 平方米，采取轻型钢架
结构，内部设置发掘展示区、展厅、
接待及管理室，兼具保护、展示、管
理服务等功能。

灵井“许昌人”遗址位于建安
区灵井镇西侧，是我国重要的旧石
器时代遗址之一，自 2005 年被发
现以来，连续出土距今 10 多万年

前古人类头骨化石及相关石器、骨
器等。遗迹点散布在灵井、王井、
李井古湖泊汇聚的地方，分布范围
约 200 万平方米。2007 年 12 月，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发现了
人类头盖骨化石。学术界认为这
是研究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重大
发现，将其命名为“许昌人”。2013
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被国务院核
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目前，相关单位正积极谋
划灵井“许昌人”遗址核心区域发
掘坑进行复原展示和保护展示棚
内部进行粉刷装饰，对内部展厅进
行陈列布展。

灵井“许昌人”遗址

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工程通过验收

李方书法
《沁园春·长沙》

为探索乡村振兴新途径，促进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禹州市首届
帐篷节日前在磨街乡大涧村牛头山开幕。来自许昌、平顶山的数百名游
客相聚牛头山生态园，通过开展健身休闲、亲子互动、自助烧烤、露天电
影、篝火晚会等活动，亲近自然，放飞身心。 王鲁禹 万晓磊 摄

□本报记者 王增阳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
尘 。 惟 有 绿 荷 红 菡 萏 ，卷 舒 开 合 任 天
真。”

盛夏时节，徜徉在许昌城区，你会感
到这座城市与许多北方的城市相比，多
了一点清凉、多了一份婉约、多了一种高
洁、多了一些江南水乡的风韵。这是因为
许昌有荷。

一座城市的别称，一定与其历史文
化 、地 域 特 色 密 切 相 关 。许 昌 别 号“ 莲
城”，对于荷花，许昌人有着更加别样的
感情。在不同研究者的相关文章中，许昌
人民与荷花建立深厚的感情，不晚于北
宋时期。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百姓在城
西的小西湖边植树插柳，种上莲藕，使小
西湖成为中州有名的园林胜景。欧阳修、
司马光、苏轼等文豪都曾在此流连。北宋
梅尧臣的《登许昌城望西湖》中有“岸痕
添宿雨，草色际平田。夏木阴犹薄，朱荷
出未圆”的名句，当时胜景，仿佛仍在眼
前。始见于清乾隆十年（1745）《许州志》
中“许昌十景”之一的“西湖莲舫”，也成
为许昌人民对荷花喜爱之情的深刻见
证。据《许昌市志》记载，1986 年春，为提
高许昌城区的园林绿化水平，许昌城区
有 7 万人次参加义务植绿，其中在护城
河内重新植藕 8498 平方米，使许昌城区
重现“荷花城”景观。

莲离不开水，有水才有莲。2013 年 6
月，我市抓住水利部在全国开展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的机遇，掀起了波澜
壮阔的兴水活水之路。连通许昌市中心
城区河湖水系，引长江水、黄河水、淮河
水汇入许昌，打造成了环城河道、城市湖
泊、滨水林海等为主体的“五湖四海畔三
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系格局，让许
昌获得“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的殊荣，
还有了“北方水城”“中原明珠”的称谓。

借助完善的河湖水系建设，我市在
护城河、饮马河、天宝河、西湖公园、中央
公园等环水区域内科学增种荷花，彰显
了莲城的独特风韵城市水系的魅力。如
今的许昌城区碧波荡漾，水系纵横，河道

内荷花竞放，红色的、白色的、绿色的、紫
色的，优雅高洁，争奇斗艳，呈现“满城荷
花半城柳”的美景。如果乘上护城河的游
船，清澈的水面微波荡漾，铺满水面的荷
叶青翠欲滴，挺立水中的荷花香气袭人，
灵巧的游鱼穿梭莲叶之间，定能让人忘
记烦恼，感受难得的宁静与优雅。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
花净，应知不染心。”融入城市文化骨髓
的荷花，已成为许昌人难以割舍的独特
情感，并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恰如著名诗人余光中所写：“一整个
出神的夏天，被一朵清艳的莲影所崇，欲
挣无力。莲为白迷，莲为红迷，我为莲迷。
在古韵悠悠的清芬里，我是一只低徊的
蜻蜓。”

莲城，莲城。莲成就了城，城养育了
莲，呵护相依，演绎了莲与城生生不息的
千年佳话。

莲城人因莲而高洁、雍容、清雅、淡
泊。

许昌也因莲而优雅、脱俗、智慧、亮
丽。

莲莲 城城 荷荷 韵韵

①北方水乡 吕超峰 摄
②家园 河之舟 摄
③护城河之恋 张 雷 摄
④如诗如画 李保利 摄
⑤梦荷 张晓霞 摄
⑥欲语 李红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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