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T
第927期 302012年11月15日（星期四） 平成6年3月4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http://www.chubun.com/

■ 馮學敏  文∕攝影

我最早聽到“景德鎮”這個詞，源自一

把茶壺。小時候喝水，不小心把壺打破了。

那是把釉色很好，造型很美的茶壺。外公、

外婆雖然沒有責備我，卻惋惜地說：“這可

是景德鎮的瓷哪!”

打那以後，我就知道了“景德鎮”有多

珍貴。長大以後，有關景德鎮的知識就象泉

水般地潺潺沁入心田。我知道了“瓷器是中

國偉大的發明”，英語中的CHINA既表示

中國，也表示了瓷器，了解了景德鎮，有

2000多年制瓷的歷史。“景德”，是宋代真

宗皇帝的年號(1004年-1007年)，景德鎮有四

大傳統名瓷：青花、粉彩、玲瓏、顏色釉，

還有千姿百態無奇不有的瓷雕、薄如蟬翼、

輕若綢紗的薄胎瓷……。這裡所產的瓷器素

有“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的

美稱。1991年開始，我踏上了這塊神密久仰

的土地，拍攝《景德鎮-瓷的故鄉》專題，

至今往返景德鎮己有二十余次。今年夏天，

我偕同樣喜愛陶藝的妻子重訪世界瓷都──

景德鎮。

   一、2000年土與火的藝術

景德鎮古稱“新平鎮”、又稱“昌南

鎮”。位於江西東北部，山環水抱，森林茂

密，盛產“高嶺土”瓷土瓷石，堪稱“水土

宜陶”。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景德鎮就開始制作陶器。東漢時期開始制

瓷，距今2000年歷史。唐代，景德鎮的“陶

窯”、“霍窖”獻於朝廷，有“假玉器”之

譽。宋代，宋室南遷，北方名窯衰落，近十

萬能工巧匠匯集到景德鎮，成為“業瓷都

會”。因燒制的影青瓷、瑩縝光潤，青中有

白，白中閃青，別具一格，在宋真宗景德年

間備受皇家喜愛，“昌南鎮”遂更名為“景

德鎮”，以致“天下咸稱景德鎮瓷器”。元

代是景德鎮陶瓷藝術進一步發展階段，創燒

了著名的青花、釉裡紅、卵白釉、顏色釉

瓷。1278年，朝廷在景德鎮設置“浮樑瓷

局”，督造皇家用瓷，使景德鎮成為中國制

瓷中心。明代則是景德鎮陶瓷藝術發展的鼎

盛時期，初年朝廷在景德鎮設置“御窯

廠”，集天下名窯之大成，匯南北良工之精

華，創燒鬥彩、五彩等。清代御窯廠的設

立，帶動了民窯的繁榮，繪瓷家們創造了畫

面粗曠、色調強烈的“康熙五彩”和線條圓

潤、色調柔和的“粉彩”瓷。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把古代中國制瓷業推上巔峰，民窯

生產如火如荼，“官民競市”一片繁榮景

象。清朝末年及民國時期，隨著帝王時代的

結束和現代制瓷技術的引進，景德鎮制瓷業

在動盪與變革中發展，“珠山八友”的瓷藝

作品展示出新的繪瓷風格。

新中國成立後，景德鎮進入了有史以來

發展速度最快期，湧現了一大批中國工藝美

術大師，如王錫良、秦錫麟、張鬆茂、劉遠

長、等國家級大師。他們在繼承傳統陶瓷藝

術的技藝精華中大膽創新，注入新的思維理

念和新的表現技法，使陶瓷藝術創造取得新

的突破和可喜成就。

 二、“天下咸稱景德鎮瓷器”

矗立如林的煙囪和不絕的煙霧，曾經使

瓷都煥發勃勃的生機，被讚美為“朝天怒放

的黑牡丹”如今巳逐漸地消失。每當我踏上

這塊神奇的土地時，總被那些不受現代人歡

迎的煙囪群和濃濃的窯煙所震憾，所動容。

曾經拍攝過的保持著歷史的制瓷風貌和

多種工藝的“古窯”的燒制，始於1736年終

於1995年。如今從2009年開始復燒，一年僅

燒2次。傳統制瓷工藝有七十二道工序。手

工做坯使我驚奇:老瓷工張開雙腿，手握攪

車棍，用力攪動身下那沉重的轆轤車，借其

慣力以巧妙的手法，把一團團泥巴拉捏成一

雙雙碗、盤、瓶、杯。周而復始。一雙布滿

青筋的手，一塊薄薄的黑鐵皮，一台旋轉的

轆轤車，一塊曬幹的瓷坯可以創造出了馳名

世界的景德鎮瓷。

瓷土變成瓷品，最關鍵是燒窯。對燒窯

技術全面通曉，指揮全窯燒煉的老師付叫

“把樁”。具有經驗，掌握窯位、火候、滿

窯、開窯等全面知識，甚至向火裡吐口痰就

知道溫度高低的“把樁”可稱為“人間國

寶”。由於身臨高溫的緣故，老窯工們都喜

歡喝茶，且喝濃茶，茶杯裡厚厚的茶垢從不

擦去。我曾經在1991年5月的一次24小時拍

攝燒窯過程，當時77歲的老窯工馮寬生，他

的茶杯連徒弟也不讓喝，午夜加完柴，卻破

例給我喝了，這份厚愛至今不忘。當我第四

次去景德鎮古窯瓷廠時，這位年高77歲的老

把樁居然作古了。驚愕之余，深感人生年華

不永。景德鎮瓷的輝煌，不就是來自這些默

默無聞的奉獻者嗎！之後，我在各種景德鎮

作品展覽時，都展出他的工作照，以緬懷這

位尊敬的長者。

現在唯一用鬆柴燒窯的“古窖”巳成為

景德鎮陶瓷博覽區；燒仿古、顏色釉的建國

瓷廠已按照“傳統與現代交融、文化與產業

共存”的理念，仿造北京的798，變為陶瓷

文化創意園區，集約國內外名家、新生代藝

術家及文化機构300余戶，成為蕓蕓眾生攻

玉之所。

當代景德鎮陶瓷藝壇上，主流力量巳逐

漸從古代師徒相傳的工匠藝人轉為受過大中

專藝術教育的陶藝精英。

景德鎮約有70萬人口從事陶瓷業。目前

大型國營企業的陶瓷生產規模己轉為以個人

工作室為主的形式，以前在國營工廠工作的

陶工們現在轉到個人的工作室裡工作。甚至

還有幾十個歐洲人在景德鎮常住，學習傳統

的制陶工藝。

過去繁華聞名的露天陶瓷自由市埸巳被

現代的陶瓷城取代，上百家陶瓷店、陶藝家

專門店都集中在大樓或大型陶瓷市場裡。

景德鎮的藝術陶瓷的繁榮，帶動了景德

鎮的競爭和發展，提高了藝術的價值，振興

了陶瓷文化。也使陶藝工作者成為富有的文

化人。

三、重逢工藝美術大師

得知我敬重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原雕

塑瓷廠的廠長劉遠長老師的工作室就在樂天

原創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廠區內，我便立馬去

拜訪闊別七年的老朋友。

1991年我第一次採訪時，當初還是高級

工藝美術師的劉遠長，正在制作，盡管他是

雕塑瓷廠的廠長，卻從末忘記自己是個藝術

家，腳踏實地耕耘，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劉遠長老師幾十年來運用其紮實的中國

畫基礎，繼承傳統的陶瓷工藝精華，借簽現

代流派風格和手法，創作出上萬件雕塑藝術

作品，他所創作的瓷雕，無論是古代美女、

佛像，還是歷史人物、動物，都傾注了自己

的感情，更富有美感。他的作品，不但神態

逼真、且能刻畫出人物的精神世界。《蘇武

牧羊》、《屈原》、《陶淵明》、《文成公

主》、《哈哈羅漢》、《水滸108將》這些

歷史人物及佛像瓷雕，手法精巧，形象傳

神，別具特色，富有濃鬱的民族風格，給人

以思想啟迪和精神陶冶。尤以其代表作《飛

天-天女散花》而飲譽世界高度讚賞。仙女

舒展廣袖，滕雲駕霧，笑盈盈地將花藍中的

吉祥之花散向人間……大自然賦予的極其平

常、更有生命的瓷土，在劉遠長手裡，居然

變得惟妙惟肖、神採飄逸的仙女。這一作品

每次在海外展出時都被售完。

退休後的劉遠長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祖

國傳統的文化藝術，利用陶瓷的材質，以更多

的手法來表現和追求主觀意境，使祖國的傳統

文化藝術中瓷雕這一瑰寶更加輝煌奪目。

在參觀了劉老師的新作品展示室後，劉

老師送我們夫婦一件自己的作品，當得知我

妻子生肖後，又加送一件珍貴的生肖雕塑瓷

作品，陪同的朋友要代為付款，硬是被年近

七十高齡的劉老師一口拒絕，並說道:“人生

還有幾個七年！”我們夫婦感動不已……。

這次與同是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中年

陶藝家邱含和陳敏再逢是件愉快的事。

13歲開始學藝的邱含不僅以雪景山水

聞名遐爾，然而他又鐘情傳統的民間青花。

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求，使他的民

間青花藝術渾厚，瀟瀟遒勁，有著濃鬱的傳

統神韻和民族特色。他的代表作《古鬆》青

花瓶，則是民間青花與文人畫珠聯壁合的佳

作。其用筆隨意、大有民間青花之遺風，但

构圖於樸拙中，透出的匠心卻隻有文人畫才

能達到的意境。那幾乎隻有粗幹的古鬆與小

石連在一起，鬆亦石，石亦鬆；天空幾隻小

鳥的輕盈盈襯托得鬆石千古不移，蒼勁沉

重。在日本的《中國近代美術館》裡收藏著

邱含的代表作青花《葉》的陶瓷珍品，作品

以其落落大方信手揮就的熟練手法，淋漓錯

落的筆墨將氣蘊生動的籐蔓枝葉跳動在造型

優美的瓷瓶上，給人一種自然和諧的視覺享

受和藝術感受，贏得日本陶藝家的盛讚。

三十余年來的求索，邱含的陶藝作品已

自成一體。以漁村、農舍、花草為題材的作

品在全國、省、市獲獎多次，並多次在世界

各國展覽、表演。如今他和夫人黃子娟會同

志同道合的現任江西工藝美術館副館長的陳

敏先生，1993年先後創立了具有獨特民間青

花風格的“玉風窯”和新平瓷業公司，在民

間青花的沃土上，以全新的審美觀念，創作

出既有景德鎮藝術特色，又富有時代氣息的

作品。期待他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工藝美術

大師。

景德鎮燃燒了2 0 0 0年的土與火的藝

術，從發展到昌盛，從延續到頑強地挺立於

中國乃至世界的瓷都之林，無不昭示了景德

鎮人的智慧、藝術想象力及堅韌不拔的毅

力。景德鎮當年的工匠都是來自全國各地，

為景德鎮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景德鎮的將來

會更有包容性，包容全國，包容世界。我感

嘆景德鎮的歷史和傳統，更期待它的未來。

衷心遙祝景德鎮瓷器不僅自豪於無與倫比的

昨天，創造於改革開放的今天，更輝煌於萬

年不滅的明天……

作者夫婦參觀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劉遠長新作展示室。

江西省工藝

美術大師邱含(右)

與陳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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