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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一段时间以来，我市钧瓷创作
者携作品踊跃参加第三届中原国际
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第七届中原

（鹤壁）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更
长 的 时 间 维 度 下 ， 在 北 京 、 上 海 ，
在成都、深圳，越来越多的钧瓷窑
口将作品带到了各类展会、拍卖会
的现场，让世人领略窑变的瑰丽与
神奇。

随着钧瓷艺术走出去、请进来
的步伐越来越快，不断有钧瓷创作
者 走 出 神 垕 、 走 出 许 昌 ， 去 学 习 ，
去吸收更加丰富的艺术养分，也有
更多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者来到许
昌。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当代
钧 瓷 创 作 者 的 艺 术 视 野 更 加 开 阔 ，
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钧瓷艺术
与其他门类艺术的融合。在坚持传
统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钧瓷产
业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推动钧
瓷艺术不断迈向更高舞台。

在发展中坚持文化自信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钧 瓷 恢 复 烧
制。改革开放以来，钧瓷进入百花
齐放的快速发展阶段。如今，钧瓷
珍品走出国门，出现在更加广阔的
艺术舞台上，钧瓷艺术在 1000 多年
的发展历程中，迎来了又一个大繁
荣、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当代钧
瓷创作者应该抱着怎样的理念去创
作作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古
人 有 古 人 的 追 求 ，今 人 有 今 人 的 审
美。既不能以传承为理由因循守旧，
又不能以创新为借口异想天开。在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朝代有着不
同的艺术风格。审美和用途的差异，
自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作品。钧瓷
创作者应该始终坚持自身特色。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看
来 ， 守 正 创 新 ， 最 好 的 传 承 是 发
展。通过钧瓷艺术引领现代人新的
生活方式，需要传承文化，继承其
中 的 优 秀 技 艺 ， 却 不 能 照 搬 照 抄 。
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
质，为钧瓷艺人提供了广阔的表现
空间和发展空间。 在中国经济大发
展的整体环境下，钧瓷行业迎来更
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钧 瓷 创 作 者 根 植 传 统 ， 面 向 当 代 ，
不 断 推 出 极 具 时 代 特 色 的 创 新 作
品。审视这些创新作品时，我们发
现，大多数钧瓷创作者依托对传统
钧瓷烧制技艺的挖掘和探索，为钧
瓷艺术注入了全新的创造力。对钧
瓷 艺 术 的 创 新 ， 靠 的 不 是 凭 空 想
象，而是对悠久钧瓷烧制技艺的深
刻理解和不断转化。

在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杨 志 看
来，创作钧瓷作品，要有扎实的传
统 技 艺 ， 更 要 有 与 时 俱 进 的 思 想 。

“创 新 需 要 理 念 ， 我 的 理 念 是 什 么
呢？一切都来源于生活。要引导生
活，走在生活的前边。”杨志说，钧
瓷 创 作 者 要 不 断 锤 炼 自 身 的 技 艺 ：
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做精细、做
到位；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思想
高度，能够把握时代的审美取向。

在钧瓷艺术的创新中，离不开
对 技 艺 的 坚 守 和 对 工 艺 的 精 益 求
精。钧瓷烧制技艺保持着千年以来
的 优 秀 特 质 ， 又 不 断 融 入 新 的 科
技、新的工艺和新的艺术特点，在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断激活内在的
生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对钧
瓷艺术充满自信，要对钧瓷的窑变
特性更加尊重，在不断学习中丰富
钧瓷的文化内涵。

在发展中推动技艺革新

1000 多年来，钧瓷艺术就像窑变
一样，一直在发生着新的、神奇的变
化。新中国成立后，钧瓷恢复烧制。
及至现在，钧瓷艺术迸发出耀眼的光
芒。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钧瓷艺术
的发展，需要从工艺、技术、理念等多
方面不断革新，创造新的辉煌。

钧瓷艺术的发展，需要在传承的
基础上不断进行革新。钧瓷烧制工
艺的革新，为钧瓷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为钧瓷行业
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钧瓷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需
要钧瓷艺人不断革新技艺。没有工
艺支撑，钧瓷的生命力就难以焕发；
不对窑炉及烧成曲线进行深入探索，
就难以创造丰富的釉色。经验的积
累、产业化的生产和市场的开拓，是
钧瓷取得大发展的条件。从被认可
到大发展，再到大突破，每一步都离
不开工艺的革新。”孔相卿如是说。

“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工业设计和
现代技术的重要性。如今，钧瓷创新
必须不断融入现代工业设计。钧瓷
的发展，也要讲究‘以人为本’。也就
是说，烧制一件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是观赏为主，还是兼具实用性；是面
向一般消费群体，还是面向专业收藏

人士。不能整天低着头干，要抬起头
多看一看、想一想。”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晋晓瞳这样认为。

“钧瓷要发展，钧瓷创作者必须
转变观念，和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审
美取向、精神需求乃至科技发展紧密
结合，用文化、艺术、科技‘三位一体’
的思维做到观念创新、工艺创新、艺
术创新，让钧瓷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融入当代人的需求。”中国陶瓷设计
艺术大师张金伟对记者说。

立足传统，不断革新，才能使钧
瓷在造型艺术、釉色窑变等方面不断
丰富和升华，才能推动钧瓷艺术不断
发展壮大。围绕窑变，将钧瓷艺术与
现代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探索钧瓷的
实用性和艺术性，是未来钧瓷产业发
展的重点。

在发展中融入现代生活

随着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
富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求更加迫切。如何在当今走入
普通人的生活，钧瓷艺术面临着新的
发展课题。当代钧瓷创作者致力于
新器型、新釉色的研发，众多创新作
品成为可以媲美古代经典器型的经
典之作。

在钧瓷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只
有将日常使用和文化审美高度融合，

才能承载实用功能和精神功能，才能
更 好 地 与 现 代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相 结
合。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整体环境
下 ，钧 瓷 行 业 迎 来 了 更 大 的 发 展 机
遇。钧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生
活的各个层面。

在孔相卿看来，钧瓷以实用艺术
的身份进入更多人的生活，需要体现
三点：一是尊重适用，二是侧重形式，
三是融入文化。通过钧瓷艺术引领
现 代 人 新 的 生 活 方 式 ，需 要 传 承 文
化，继承其中的优良技艺。钧瓷通过
与当下审美情趣紧密结合而美化生
活，提升生活品位；通过产业的发展
壮大，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围
绕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孔相卿创制了
极具中原文化特色的“中原壶”，开创
了钧瓷茶器创新发展的先河。10 余
年间，钧瓷茶具另辟蹊径，异军突起，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崭新天地。

“钧瓷艺术只有融入现代人的
生活，其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这
是毋庸置疑的。要在做大基础产品
的同时，不断推出高端作品，让钧瓷
市场形成不同区间，充分满足不同人
群的精神文化需求。只有当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让钧瓷参与其中，
钧瓷才会具有更强的发展动力。”晋
晓瞳说，钧瓷艺术是为国家的整体文
化服务的，要展示时代的精神风貌。

“对于钧瓷从业者来说，不能局
限于作品创作，而应该开阔视野、拓
宽思路，把目光聚焦在更加广阔的文
化消费市场。这是钧瓷产业发展所
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钧瓷产业
的发展重点是推动产业本体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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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伟说。

在钧瓷茶具的基础上，钧瓷创作
者还在钧瓷餐具、酒具、花器、香器、
陈设器等方面进一步开发，钧瓷创作
者将日常使用和文化审美高度融合，
承载实用功能和精神功能，更好地与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融合。

以开放的心态发展钧瓷艺术，在
钧瓷艺术与外部艺术世界交流和沟
通过程中，钧瓷从业者学习的是不同
艺术观念和表达形式，在艺术的当代
性中寻找钧瓷艺术与当下潮流的结
合点，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步，用钧
瓷的艺术形式展现更加多样、更具时
代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内涵。

以更加开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的姿态拥抱未来
——我市钧瓷产业以传统为基础探索创新发展之路

本报讯 （记者 王增阳） 日前，由孟会祥所
著 的 “ 竹 堂 文 丛 ” 第 三 辑 ， 由 海 燕 出 版 社 出
版。第三辑包括 《〈书概〉 衍义》《读三大行
书》《竹堂笔记续辑》《书法入门十八帖》《竹堂
余事》 五种。

孟会祥为襄城县人，现为 《书法导报》 副
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书
概〉 衍义》 对刘熙载 《书概》 采用“疏、解、
述”的方式，进行了注释、翻译和解读。《读三
大行书》 对 《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 进
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和鉴赏，是作者用情之作。

《竹堂笔记续辑》 是 2013 至 2018 年的笔记，曾
在 《书法》 上连载，点点滴滴，真实而细致地
展现了作者的书法生活全貌。《书法入门十八
帖》 是普及性的书法通俗读物，介绍了最常见
的 18 种楷书、隶书、行书入门字帖，回答了

“谁写的、写的什么、有什么特点”等问题，适
宜初学者阅读，学有所成者亦可参考。《竹堂余
事》 是 作 者 近 期 的 散 文 、 随 笔 结 集 ， 分 “ 忆
往、涉事、读帖、议论”四部分。作者持“文
学为核心、书法为表相”的观点，书法之外的
余事文字，反而意在证明书法才是余事。

据悉，“竹堂文丛”此前已出版 10 种，分别
是 《笔法琐谈》《竹堂笔记》《书法直言》《襄
城》《曾经》《读白蕉》《二王名帖札记》《〈书
谱〉 译注》《竹堂诗词》《竹堂闲话》。

“竹堂文丛”

第三辑出版

本报讯 （记者 王增阳） 10 月 27 日 ，“ 天
职”——抗疫优秀宣教作品暨“健康中原公益
传播大使”推介会在郑州举行。推介会对“风
雨同心 抗击疫情”优秀文艺原创作品进行了表
彰，我市的 《衷情》《等着你》《有一颗星斗是
你》 等 3件抗疫文艺作品获奖。

据 了 解 ， 此 次 活 动 由 省 卫 生 健 康 宣 教 中
心、省作家协会、省戏剧家协会、省音乐家协
会、省曲艺家协会、大河健康报社、河南手机
报、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省朗诵协会、
新浪河南、省医学科学普及学会联合主办。“风
雨同心 抗击疫情”文艺作品征稿活动面向海内
外共征集作品 12395 件，内容涵盖文学、戏剧、
音乐、曲艺、摄影、平面设计等多个类别。经
过 五 轮 评 选 ， 此 次 活 动 最 终 评 选 出 一 等 奖 10
件、二等奖 20 件、三等奖 30 件及优秀奖、特别
荣誉奖等共 190 余件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反映了
伟 大 中 国 人 民 团 结 一 心 齐 抗 疫 的 伟 大 抗 疫 精
神。其中，许昌市戏曲艺术中心主任黄力杨等
创作的戏曲小品 《衷情》 获一等奖，许昌市纪
委监委驻市文广旅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李俊涛等
创作的诗朗诵 《等着你》《有一颗星斗是你》 获
三等奖。

获奖的 3 件作品中，戏曲小品 《衷情》 展现
了我市对首例武汉输入病例三代人的治疗和关
爱，歌颂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抗疫情的人
间大爱。诗朗诵 《等着你》《有一颗星斗是你》
分别真诚赞美了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坚守在
社区、乡镇、物资供应等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抗
疫工作人员。

我省举行

抗疫优秀宣教作品推介会

我市3件

抗疫文艺作品

获奖

市文学和书画院书画名家作品赏析

张少华，1970 年出生，毕业于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九三学社社员，许昌学院钧瓷文化
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许昌学院美
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河
南省九三学社教育委员会委员，许
昌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张少华的绘画作品曾多次入
选国家级、省级展览并获奖，其中

《山之一》入选全国高校教师美术
作品展。《有山的风景》获河南省

“五四”文艺奖美术类作品铜奖，
《光荣之家》入选第十四届全军美
术作品展，《山相》入选河南省青年
美术作品世纪大展，《山中》入选风

景·风情全国小幅油画展（上海美
术馆收藏），《山不在高》入选河南
省高等院校美术教师作品展，《江
月何年初照人》入选河南省第十一
届美术作品展，《年初一》入选河南
省第十一届美术作品展，《人体》入
选 河 南 省 第 十 一 届 美 术 作 品 展 ，

《山之六》入选河南省小幅油画学
术展，《轻尘》入选河南省第十三届
美术作品展，《南方小景》获河南省
水彩写生展三等奖。其著作《园林
美术素描》由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
版，论文《老子美学思想微探》发表
于《美育时代》。

张少华的风景油画具有强烈的构成意味，色彩处理上超越了写实表现，呈现出个体主动参与和艺术创
造。这一点很不容易，表明他对形式与内容之争的艺术观念是明确的，已经从抄袭自然意变为创造。一切绘
画形象元素和谐地统一于他的再造之中，黑黢黢的高级灰里闪烁着亮色，总有点那么出其不意，灵光乍现，夺
人心魄。我姑且称之为有较高的艺术天赋在里面。一幅画总要与观赏者保持一点欣赏的心理距离，才能勾
起思想上的疑问。从这点来说，少华的画是有思想的，他是一名追求绘画语言的探索者。

——李向平 许昌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硕士

多样艺术交流活动助力钧瓷产业发展。

作品一作品一 作品二作品二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 前 ，
“国培计划”河南省乡村中小学教师
专业能力建设培训——青年教师助
力培训项目（初中音乐）培训班在许
昌学院开班。近 50 名来自全省基层
中学的七年级音乐教师，将开展为
期 12 天的培训课程。黄力扬、许会
锋、李旭等我市戏曲、音乐、作词领
域的专家积极参与，为学员们授课。

在 11 月 1 日的培训班上，我市
青年词作家许会锋围绕《中国新乡
村歌词创作》展开教学，向学员们讲
述了新时代下乡村歌词创作的基本
原则、创作思路和时代特点等，并结
合 实 例 指 导 学 员 们 写 身 边 人 的 故
事，写中原农村的发展变革，反映时
代的变迁。许会锋是我市土生土长
的农民词作家，多年来致力于歌词

创作，以歌词反映乡音乡情，现为中
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
学会理事、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评
委、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许昌市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许昌市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其代表作《小村人的婚
礼》《小村微信群》《西瓜村的故事》

《古村人家》《你的一双手》等 60 多次
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属于我省
实施的“国培计划（2020）”——河南
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项目的一
部分，也是许昌学院承担的“国培计
划”两个大项、6 个学科、1450 名教师
培训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培
训创新培训机制，采取集中面授、名
校访学、在线伴随式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确保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市文艺专家助力
“国培计划”乡村中小学
教师专业能力建设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张凯利）日前，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许昌市总工会、许昌市扶贫办、
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许昌市
广播电视台联合组织广大党员，到
襄城县范湖乡凹郭村开展“志愿扶
贫·你我同行”党员服务活动。

据了解，志愿服务队为凹郭村
送来 5 万元帮扶资金，并组织文艺
工作者为村民表演了《白奶奶醉酒》

《李天保娶妻》《掉印》《李双喜借粮》
等传统优秀剧目。在对该村基本情
况进行摸底调查后，党员志愿者对

特 色 民 俗 和 农 产 品 进 行 了 宣 传 推
广，到贫困户家中进行了慰问，帮助
他们打扫卫生，传递党委、政府对困
难群众的关心和关怀，架起党和群
众的“连心桥”。

该活动是相关单位立足本职、
服务基层的一次探索创新，通过宣
传民俗文化、精准对接困难群众，有
效 打 通 了 服 务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
里”，生动诠释了全市党员落实“双
报到、双报告、双服务”工作的积极
态度和为民情怀。

我市开展
“志愿扶贫·你我同行”

党员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