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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陶瓷历史悠久，至宋以
来，钧瓷以其造型端庄、窑变美妙、
色彩缤纷而著称于世。钧瓷胎质细
腻、坚实致密、叩之若磬、回味悠
长，其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铜红釉的
稳定烧成，改变了以往单一釉瓷的
局面，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枝奇葩。”

相信以上这样的介绍一定会让
任何一个人对钧瓷油然而生一种崇
敬。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什么东西
一旦被赋予了艺术的高度，往往就会
脱离生活。就像很多家庭把钧瓷摆
上博古架，作为欣赏和瞻仰的艺术品
一样。然而，还有极个别的一些人，
艺术在他们眼中，就是生活。夏京州
就属于后者。采访过程当中，他最常
说的话就是，“玩呗，钧瓷这些都是好
玩的，生活不就是乐呵乐呵过吗？”

熟悉夏京州的人都知道，他在年
轻的时候，曾经为了艺术，辞去了本
来很不错的公务员的工作，提起往
事，夏京州说：“其实我每次看一件新
的钧瓷的时候，我觉得品读钧瓷就是
在品读我们河南的历史文化，每个不
同的时代，带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
有很美的东西。”

夏京州说到他家里的钧瓷，那
种发自内心的赞叹，让人不由得被
感染：“你看这钧瓷，红里透紫，紫里
泛蓝，蓝里挂白，似玉非玉，胜似
玉。其实我就是纯心玩钧瓷，也没
什么功利色彩，所以玩得特别开
心。其实我觉得只要读懂了钧瓷的
艺术，就等于是读懂中原文化历史
了，国外的人为什么玩不好这个，就
是因为他们缺乏理解。”

除了钧瓷，古字画、碑帖、陶器、
画像砖等，夏京州也都有所收藏，但
是收藏的量不大，他认为“玩而不
藏”，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对艺术家来
说，玩物但不丧志，反而养气。

或许这样的理解，只有玩到一种
境界才会有吧，一个书法家，养心、养
气、玩钧瓷，看似玩的是一种物品，其
实表露的是一种闲淡、平和的心境。

或许对于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理解，但是能像夏京州这样随
性生活的，恐怕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
即的。在越来越忙碌的日子里，在呼
唤“慢生活”而不得的时候，夏京州的
生活无疑让人惊叹：原来一个人可以
为了心底的追求放弃世俗中的一切名
利，让艺术回归生活。

活在当下，以当下为乐，把今天过
好，明天就会有更多惊喜。这种返璞
归真其实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追求和
向往，但被庸庸碌碌、紧紧张张的生活
所累，无法付诸实现。玩瓷不过是一
种形式而已，让人钦佩的是如何耐得
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享得起清福。夏
京州说，只要心态对了，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好玩家。

走进夏京州那间闹中取静的雅舍，顿觉神清气爽，纸香墨飞，满架诗书，满壁字画。只见书桌
上，一个小东西在嗡嗡作响，仔细观瞧，在一个形似石磨的器具中，随着有规律的顺时针运转，墨条
正在一点一点被磨成墨汁。原来这是一个传统材质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电动磨墨器”，别具匠
心，难得一见。这个好玩的小东西既道出了夏京州的职业特点——书法家，又点出了他的性格特
点——好玩。

作为省会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夏京州不愿多谈书艺，他更津津乐道的是钧瓷，称他是钧瓷收藏
家或鉴赏家，甚至干脆叫他钧瓷玩家，他十分受用。如果你也好玩，是个好听众，他会像个孩子似
的，把自己最得意的“玩具”——一件件钧瓷藏品，逐一与你分享。 晚报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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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不怕用，就怕摔
夏京州取下空调上放着的一个盘子，说

这是他花300元在古玩城淘来的，被他视为
珍品，我们惊喜地发现此盘竟然自然窑变出
龙凤图案，很是奇特。他又拿出一个月前在
古玩城花 3000元淘来的马，说道：“这个店
主也很喜欢，要不是10多年的交情，他是万
万不会转手给我的。”

夏京州在 20多岁的时候，就和一些朋
友开始玩瓷器。最开始不过是兴之所至，偶
然为之，但当他真的走入瓷器的世界，才发
现原来如此博大精深，奥妙无穷，而且越玩
越爱不释手，最后发展到生活都“瓷化”了。

在他家中，凳子是瓷的，古典椭圆造型，
宝蓝色的花边，淡雅又不失情趣。鱼缸是瓷
的，小鱼在精美的瓷缸中游动，有时候停下
来，你会分不清鱼是瓷器上的图案，还是真
的生灵。茶几是瓷的，烟灰缸也是瓷的，甚
至装水果的果盘、插画的花瓶和笔洗都是瓷
的。而在书架上、座椅下、鞋柜旁，更有各式
各样、或古或今的瓷器藏于其间。

“瓷器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了。如果说玩
青花瓷等官家瓷器我们肯定比不过北京的
玩家，毕竟人家那里是皇城根，但如果说到
钧瓷，他们也没法和咱们比，因为这里是产
地。有句俗话说得好，‘家有万贯，不如钧瓷
一片’，我觉得这个钧瓷真的是太美了，合乎
自然的美，让我一玩就放不下了，咱河南的
这个东西真的是无与伦比。”夏京州每每说
到钧瓷，都是由衷地赞叹，那是一种发自内
心的喜爱，就像很多女人都会热衷去追求一
个LV的包包一样，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和愉悦。

随着收藏文化的兴起，对瓷器的价值大
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随之也会令
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夏京州家里用着的那些
钧瓷恐怕不是什么上好之品吧？否则他怎
么舍得用呢？

“其实钧瓷不怕用，就怕摔，不仅仅是钧
瓷，所有的瓷器都是这样的，不怕用的，你越
用越有灵气。当然玩瓷器也是要有经济基
础的，要讲究一定的审美眼光，但是我觉得
钧瓷的美是大众都能看到的。”

说话间，他起身到博古架上里拿了一个
钧瓷出来，让我们看看好不好，我们都是门
外汉，但也能看出烧的马身上的鬃毛都似乎
能数得出，釉色非常饱满，质感非常强。

“每个人都是有审美感受的，好的艺术
品给人的感受就是美的，虽然你说不出所以
然。”的确，夏京州用的这些钧瓷，都是非常
漂亮的，青者若蓝天，月白胜美玉，紫者或像
熟透的葡萄，或似怒放的玫瑰，红者如盛开
的牡丹、深红的海棠，俨然就是一个大花
园。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在
被一种特殊的美所滋养。

夏京州是出生在北京的
郑州人，所以父母取了其中
的二字，为京州。他把他的
书斋取名叫“汉风堂”，是因

为他喜欢秦汉晋唐书风。在书法
艺术上，他极为推崇古人，但玩瓷的时候，他却
只玩新瓷。

他这样解释：“其实玩钧瓷分三类人，第一
类是大众层面，就是普通玩法的，也就是停留
在喜欢的这层；第二类就是懂瓷的，比如分了
各个门类，不同时代的瓷，陶不挂釉等；第三层
就是侧重古陶器，在通过器物探究传统文化的
同时，还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我只玩现
代的钧瓷。”

“我的玩瓷理念就是要合乎自然的美，钧
瓷无双，每一个钧瓷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越是
玩新瓷，就越是精益求精。”

每一件钧瓷成品，其实都像人的面孔一
样，是无法复制的。

钧瓷其实就是火的艺术，它的灵魂就在于
窑变，烧钧瓷的温度是最高的，要达到 1300多
摄氏度，它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铜红釉的稳定烧
成，改变了以往单一釉瓷的局面，这也就是为
什么钧瓷是无法复制的原因。

什么是窑变呢？就是瓷坯在烧制前，制瓷
的瓷土、瓷釉甚至水分都是一样的，成品出窑
后，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颜色花纹各异的作
品，紫、蓝、白等釉色互相渗化，相映生辉，真是
变幻莫测。这种变化丰富、色彩美丽的艺术效
果，最初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偶然得到的。由
于窑变是无法控制的，所以窑变的瓷器不能复
制，没有任何一件钧瓷产品的颜色花纹与另一
件是完全一样的，素有“钧瓷无双”的说法。因
此钧瓷就显得更加珍贵了。后来，钧窑工人逐
步掌握了窑变的规律，能够有意识地烧制窑变
瓷器了。

夏京州的藏品中，许多都是当代钧瓷大师
的经典之作：有的像鸡血红，鲜艳欲滴；有的似
茄皮紫，紫中有蓝，蓝中泛青；还有的似天蓝
色，清淡雅致，甚至有些钧瓷看上去表面都有
不规则的冰裂纹，用手一摸却光滑如镜。同一
件瓷器在光线、位置不同的情况下，会给人不
同的感觉，真是变化多端。

正所谓今日我自慕古人，明日后人却慕
我。夏京州的“玩法”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
朴素，在物质欲望高涨、诱惑不断增加的今天，
他实践着一种恬淡的、自然的、不为名利所
困，可以率性而为的生活。

钧瓷无双，只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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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瓷器，夏京州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谈起瓷器，夏京州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