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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郭
彩玲）11 月 19 日，市文广旅局组织专
家对许昌博物馆旧址改造工程进行验
收，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项目业主
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了验收，验收合格。

验收小组查看了竣工后的许昌博
物馆旧址外观效果，听取了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项目业主单位
有关工程维修情况的汇报。验收小组
对许昌博物馆旧址改造工程的施工效
果、质量、资料等给予了充分肯定，认
为整体上符合设计要求，并对存在的
个别问题如防渗水、资料完善等提出
了具体指导意见，要求施工、监理、设

计单位按照意见尽快整改，完善施工
资料。

验收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许昌
博物馆旧址改造工程虽然任务很重，
但施工单位能够保证工期和质量，使
该项工程能够顺利通过验收；施工单
位要按照专家意见对细节部分作出整
改完善；许昌博物馆旧址是省级文保
单位，是许昌市非常知名的古玩市场，
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要充分利
用好、发挥好其作用，提升知名度；许
昌塔文化博物馆要对许昌博物馆旧址
保护利用工作进行进一步的规划。

许昌博物馆旧址
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11 月 23 日
至 24 日，市文广旅局对禹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调研，听取
禹州市 2019 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情况汇报，并随机抽查调
研项目，深入部分项目实施单位或企
业进行调研。

在 座 谈 会 上 ，调 研 小 组 宣 读 了
《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调
研实施方案》，听取了 2019 年以来禹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相
关产业发展情况。“钧瓷烧制技艺”

“禹州药会”“中药加工炮制”“大禹传
说”“吴道子传说”“禹州粉条制作”等
项目的部分传承人参加座谈会，畅谈
了各项目实施情况、下一步打算和目

前存在的问题、困难。调研组还深入
星航钧窑、张良书院、盛田农业、孙思
邈医药研究院、河南名锐药业、永正
豆腐坊、吴道子故里、皇家陶瓷厂等
地调研，查看相关档案和资料，了
解 传 承 人 保 护 措 施 及 传 承 人 的 权
利、义务、责任落实情况等。

据了解，近年来，禹州市以禹
州非遗资源为基础，深入挖掘非遗
资源，提高传承实践水平，并取得
显著成效。禹州现有非遗线索 2 万
余条，其中“钧瓷烧制技艺”“禹州
药会”2 项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
录。“禹州中药加工炮制技艺”“顺
店刺绣”“大禹传说”等 9 项入选省
级非遗保护名录，“扒村瓷烧制技

艺”“禹州粉条制作技艺”“钧窑开
窑仪式 （祭窑神仪式） ”等 29 项入
选市级非遗保护名录，80 项入选县
级非遗保护名录。禹州现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名、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20 名、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144 名、县级非遗代表性
传 承 人 439 名 ， 国 家 级 非 遗 基 地 5
家，各类省级非遗基地 7 家，非遗
工作在全省县级市中名列前茅。

市文广旅局

调研禹州市非遗保护工作

□孟会祥

这是 10 年前的旧稿了。当时准备写本
通俗的读物，介绍声名赫赫的“三大行书”，
也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
稿》和苏轼的《寒食帖》。因为种种原因，书
没有出，搁置既久，我也忘了。现在拿出来
看，好像扔了可惜。海燕出版社不拒细壤、
不择细流，慨然俯允纳入“竹堂文丛”出版这
个小册子，我心存感激。因为文丛各册都有
前言，为统一体例，这里就再絮叨几句。

《兰亭序》，说是东晋永和九年（353 年）3
月 3 日，王羲之与谢安等 40 多位名士，在兰
亭举行禳灾祈福的“修禊”活动，其间大家饮
酒赋诗，诗作结集，由王羲之作序，序言的草
稿就是《兰亭序》，也称《兰亭集序》《禊序》

《禊帖》《临河序》等。行书作品，没有比《兰
亭序》名气更大、影响更大的了。然而，从清
代开始，就有人怀疑《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
作品，甚至连这篇文章，也有人认为不是王
羲之所写。“兰亭论辩”直到现在，也没能得
出最终结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欣赏相
传为冯承素摹本的作品就好。

《祭侄稿》，是唐乾元元年（758 年）9 月 3
日，颜真卿为祭奠侄子颜季明所写祭文草
稿，也称《祭侄文稿》《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
文》。“安史之乱”中，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
卿，与时任常山太守的从兄颜杲卿起兵讨伐
安禄山，颜杲卿、颜杲卿之子颜季明等殉国，
可谓忠烈千秋。这件草稿，其文感人，其书
动人。

《寒食帖》，宋元丰五年（1082 年），苏轼
作这两首寒食诗，此卷可能是翌年或以后所
写，也称《黄州寒食帖》《黄州寒食诗帖》。苏
轼是千年一遇的文艺全才，被贬黄州时期，
境遇困顿，也提升了他的人生境界，这件作
品即微妙地体现了他的境遇、情愫和才华。

说“三大行书”是天下第一、第二、第三，
也就那么一说。宋代的米芾说过《兰亭序》
是“天下法书第一”，元代鲜于枢说过《祭侄
稿》是“天下行书第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
文献依据。而《寒食帖》被称为第三，我实在
不知道哪位古人说过。排座次这事儿，不能
太当真，但既然“三大行书”被广泛认可，成
了常识，自然有它的道理。说不能太当真，
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兰亭序》在王羲之的
作品中，也就是中品，艺术水平远逊《丧乱
帖》《得示帖》等，有人怀疑它是智永所书，从
笔法和气息上看，似乎更贴切。《祭侄稿》当
然是旷世杰作，然而与《争座帖》相比，恐怕
也难分伯仲，可惜后者没有墨迹传世。至于

《寒食帖》，苏轼的《赤壁赋》《新岁展庆帖》
《人来得书帖》等，与之相比，也各有千秋。
如果把眼界扩大到整个书法史，则巨匠巨
作，群峰耸峙，相与高下，哪能分出冠、亚、季
军呢？说有道理，则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三
人，大概代表三种人生方向的极致。三人才
华卓越自不待言，皆以儒为底色，而王羲之
多受道家影响而近仙，颜真卿刚毅壮烈而希
圣，苏轼百般融会而得禅，都达到了人文精
神的极致，而三件行书作品，正与这种人文
精神相表里。中国人知人论艺，并不把所谓

“纯艺术”看成最高境界，而是把艺术浑然融
会于人生，融会于自然和社会。所以，这种
公认，自有其深刻的道理。这种理念既已传
承，我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之后，大可不
必纠缠排名，而重新排序，抑或添加为“十大
行书”，则显得十分无聊了。

敬畏不必迷信，对经典充分理解，才会
有平常心；对经典有平常心，尤其要戒骄戒
躁，不可生亵渎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
作，吾以观复”，比来众声喧哗，朋辈龃龉而
分崩离析者，时有所闻，每欲求诸元典，寻个
立脚处，然则此中果有真意、果有般若乎？

（孟会祥，襄城人，现为《书法导报》副总
编辑，《读三大行书》已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读三大行书

□本报记者 寇旭静

11 月 23 日，我市最低气温降至
零下 2℃，虽然空气里弥漫着寒意，但
市区饮马河畔依旧活跃着冬泳爱好
者的身影：他们三五成群在岸边先伸
伸胳膊压压腿做热身，然后掬一把河
水分别打湿脚踝、膝盖、胳膊肘、腋
窝、后颈、前胸，让身体各部位适应水
温后，再慢慢潜入水中开始畅游……

冬泳爱好者陈志敏告诉记者，她
住在饮马河附近，近几年随着我市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市民健身意识日益
增强，每到冬季都会看到许多冬泳爱
好者，她渐渐萌生了和他们一起冬泳
的念头。“刚开始学的时候，由于身
体活动不开，体温上不去，就觉得河
水刺骨凉，简直是一种自我折磨。”陈
志敏说，从排斥到接受再到坚持下来

是一个从“麻木”到享受的过程，也是
冬泳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不仅有利
于锻炼体魄，而且可以磨炼人的意
志。“今年是我冬泳第四年了，不仅收
获了健康的身体，而且结交了一帮志
同道合的朋友。”陈志敏说。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随着我市
水生态环境日益良好，许多市民热衷
冬泳，挑战严寒、强身健体。我市冬
泳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冬泳是
大部分人都可以参与的运动项目，但
也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要科学锻
炼，不能盲目。“冬泳并不是到了冬天
才开始，而是从夏天开始坚持游泳，
到秋天，然后到冬天，是一个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的过程。身体逐渐适应
水温的变化，就不会因为冬天突然下
水而感到不适。”该负责人说，冬泳时
入水前、出水后，都要进行适量的运

动。“冬泳时水温低，入水前进行运
动，活动全身筋骨，让身体逐渐适应
低温，但不可过度劳累，不能出汗。
入水时，也不要猛地扎入水中，要逐
渐入水，让人体从静止到猛烈运动有
一个过度，使身体各部位适应运动的
需要。出水后，因身体已在冷水里浸
泡了一段时间，会有寒气侵入体内，
应马上擦干水，穿衣保暖，然后通过
运动的方式把寒气赶出来。比如慢
跑、踢毽子等，让身体逐渐适应、恢
复，达到微微出汗的效果，以免感冒
生病。”

据介绍，冬泳也有一些禁忌，比
如，喝酒以后不能下水，饭后至少半
个小时再游泳，也不能空腹游泳。冬
泳时不能逞强，不要在水里停留时间
过长，避免身体过于疲劳、活动过于
剧烈对身体造成伤害。

冬泳健身讲究多 量力而行是关键

11 月
23 日，一位
小朋友被市
区某花店精
美的花艺作
品吸引。近
年来，随着
市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花卉产品走
进了千家万
户，花艺成
了市民品味
生活、提升
审美情趣的
最佳载体。
寇旭静 摄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宋元钧瓷坊艺术总监王建伟熟练
地站在直播设备前，拿起一件仿古钧
瓷作品，向直播间中的粉丝讲解起钧
瓷的历史脉络和艺术价值。此时，他已
不仅仅是一个在钧瓷行业浸淫数十年
的知名钧瓷大师，而是一个推广钧瓷
文化的“网红”。

11 月 24 日，适逢周二，神垕古镇又
一次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古玩藏家和经
营者，热闹的神垕古玩市场，为日渐寒
冷的山间古镇增添了更多烟火气息。
在记者到达神垕镇宋元钧瓷坊之前，
王建伟正带领着专业短视频团队在神
垕老街古玩市场拍摄抖音短视频，内
容生动有趣、讲解简明清晰。

由王建伟运营的抖音短视频账号
“仿古钧瓷老王”，向广大网友揭秘仿
古宋元钧瓷，讲解钧瓷发展历程和钧
瓷艺术的魅力所在，上线几个月的时
间里就吸引了 10 万多粉丝，并且粉丝
数量不断增加。这成为王建伟在忙于
烧制钧瓷作品之外的又一件大事。虽
然辛苦，但能为推广和宣传钧瓷做些
事情，王建伟乐此不疲。拍摄结束，王
建伟向记者讲述着他多年来的感悟。

将传统文化与自身特色相结合

在钧瓷界，提及王建伟，绕不开几
个关键词，仿古钧瓷、十二兽首、宋元
珍宝……对王建伟来说，坚持传统钧
瓷烧制技艺，再现宋元钧瓷神韵是自
己的一份责任。他创建宋元钧瓷坊，建
立宋元钧瓷标本博物馆，并为烧制钧
瓷 不 断 探 索 ，成 绩 水 到 渠 成 。而 近 年
来 ，他 以 传 统 为 基 创 新 发 展 ，打 造 的

《十二兽首》《庆余钵》《同心瓶》等创新
制作，同样得到广泛认可和追捧。

从 1982 年进入原禹州钧瓷二厂算
起，王建伟在钧瓷界已经浸淫近 40 年。
在多年的潜心学习和思索中，王建伟
对古代钧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痴
迷于宋元钧瓷的美丽，也坚定了自己
的钧瓷创作之路——坚持传统，以烧
制极具宋元时期特色的钧瓷珍品为己
任。

跟随容易，开拓艰难。在王建伟看
来，只有充分了解宋元钧瓷，才谈得上
复烧宋元钧瓷。锲而不舍的探索，自然
收获满满。随着烧制逐渐得心应手，王
建伟烧制的宋钧四珍《出戟尊》《鼓钉
洗》《单柄洗》《深腹钵》，元钧四宝《折
沿盘》《莲花碗》《双系罐》《夹板炉》等
一系列作品，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宋元
时期的钧瓷特质，先后被中国国家博
物馆收藏，在钧瓷界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
复烧宋元钧瓷并不是王建伟的最

终目标，王建伟在坚持继承传统釉色
的基础上，不断在钧瓷造型上实现突
破。2009 年，法国拍卖圆明园流失国外
的鼠兽首，这让王建伟瞬间找到了创
作使命感——烧制钧瓷《十二兽首》，
通过钧瓷艺术再现民族传统艺术。经
过殚精竭虑的无数次试烧，王建伟最
终选用炉钧釉进行尝试，成功烧制出
具有青铜器金属效果的钧瓷兽首。圆
明园景区管理处聘请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对王建伟的钧瓷《十二兽首》进行
了权威鉴定，最终授权王建伟独家烧
造。

王建伟还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不断汲取灵感，打造一系列极具人文
气息的艺术精品。王建伟创作的《庆余
钵》，以仰韶文化为根基，让人们从更
古 远 的 历 史 时 空 体 味 钧 瓷 发 展 的 律
动。

“钧瓷艺术传承千年，有经典器型
和釉色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在此基础
上，我们钧瓷创作者可以根据自身特
点，从传统艺术中找寻自己的出路。钧

瓷的创新发展不能脱离钧瓷的根本。
要探索创新钧瓷烧制，在传统器型、宋
元时期钧瓷釉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人 的 审 美 情 趣 ，创 作 出 更 多 样 的 作
品。”王建伟说。

将个人发展和时代发展相结合

数十年来，钧瓷艺术经历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阶段，神垕古镇窑口林立，
钧瓷精品百花齐放。特别是近年来，在
一部分知名大师和窑口的引领下，钧
瓷 以 独 特 窑 变 之 美 越 来 越 被 得 到 认
可，并不断出现在国家重大外交舞台
上 ， 成 为 中 原 文 化 极 具 代 表 性 的 符
号。

“钧瓷艺术发展到今天，离不开
一代又一代钧瓷创作者的不断努力，
更离不开国家的发展为我们艺术创作
者提供的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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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生活的各个层面。”王建伟说。

一边烧制钧瓷精品，一边弘扬钧
瓷文化，王建伟也在时代的发展中找
到了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的结合点。

对他来说，复烧并非简单的模仿，在
形神兼备的作品之外，将优秀的传统
烧制技艺呈献给世人，传承优秀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是他的心愿。

“固步自封、互相保密不会有大
的发展。钧瓷艺术的发展已经不是像
过去传统手工艺需要保密才能维持自
身发展，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
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互相支持，多
多交流，有什么优点就多赞美，有什
么不足就大胆指出。”王建伟说。

在探索与研究中，王建伟将自己
的 创 作 经 验 与 前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相 结
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角度撰
写《宋元钧瓷制作技艺研究》一书，较
为详细地叙述了宋元时期钧瓷制作的
工艺流程。

随着收集的钧瓷标本越来越多，
王建伟组建宋元钧瓷标本博物馆，将
他收集的数万件珍贵的宋元钧瓷标本
呈现给世人。“建立博物馆是我长久以
来的心愿，神垕作为钧瓷的原产地，必
须有展现其历史的实物，而钧瓷标本
就是很好的展示载体。这座博物馆将
成为集藏品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

育和体验制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场馆，
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和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任。”王建伟说。

今年，王建伟又积极投身新媒体
时代的发展大潮，在抖音平台推出“仿
古钧瓷老王”账号，宣传和推广钧瓷文
化。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汇聚了 10 万
多粉丝，视频播放量不断增加。

“ 能 有 这 样 的 热 度 ，出 乎 我 的 意
料。这证明钧瓷文化有着很强的传播
力，有人喜欢。我在发布的短视频中，
讲钧瓷的历史脉络，讲钧瓷的制作工
艺，讲钧瓷的鉴赏知识，也讲我们神垕
厚重的地域文化。对这些内容，粉丝
们反响很热烈，这给了我继续做下去
的信心。”王建伟说，在宣传和推广中，
他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也不随
意乱说，坚持弘扬正能量，与时俱进，
不 断 提 高 钧 瓷 艺 术 的 影 响 力 和 传 播
力。

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抱团取暖

在钧瓷艺术与外部艺术世界交流
和沟通的过程中，钧瓷从业者要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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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何发展，需要在钧瓷创作者
在理念上不断革新。在王建伟看来，
钧瓷艺术的发展已经不是以往单打独
斗就可以闯出一片天的时代了。“对于
钧瓷艺术和钧瓷产业发展来说，如今
的时代，钧瓷创作者面临着更大的竞
争，也需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条
发展道路，不仅仅是指钧瓷创作环节，
我们在钧瓷的宣传、推广和销售等方
面，都需要探索新路径。想要有更好
的发展，就需要抱团取暖。”王建伟说，
只有打通钧瓷艺术传播的各个链条，
形成集创作者、推广者、销售者等为一
体的全新发展体系，汇聚各方力量，各
司其职，发挥众人所长，才能在未来的
发展中引领风潮。

更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更加多
样的设计语言，让钧瓷艺术的发展拥
有更多可能。保持传统、开拓创新，器
物的形状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质相
吻合，使器物美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产生共鸣，是钧瓷艺术的重要发展方
向。而抱团群暖，形成合力，更是钧瓷
艺术发展的全新路径。

从知名钧瓷大师到“仿古钧瓷老
王”，王建伟仿佛有了更多样的身份。
但对王建伟来说，不管时代如何发展，
不管道路如何开拓，唯一不变的，是他
对钧瓷艺术一如既往的热爱。保持着
这份热爱，王建伟不断前行。

“仿古钧瓷老王”的创新之路
——访宋元钧瓷坊艺术总监王建伟

◀王建伟近影
▼王建伟作品《夹板
炉》

王建伟作品《双系罐》 王建伟作品《庆余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