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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杨国政能在钧瓷上有这么多的绝活，得益

于他长期奋斗在生产第一线，对钧瓷的各种工
艺流程都异常熟悉的基础之上。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高中生杨国政对自己
的未来充满期许，因为球艺好，杨国政没有像大
多数毕业生那样遣返回农村，而是被安排进了
镇上的瓷厂。在有着 1000多年钧瓷历史的神
垕，流传着许多俗语，其中“门里徒弟好出师”应
该适用最广。杨国政正是如此，他的爷爷、父亲
以及伯父等人一辈子都在和钧瓷打交道，他从
小就在制瓷的环境中玩耍，听到的也都是探讨
如何烧好钧瓷的经验。待到初中，闲来无事时，
他也会捧着工艺美术方面的书籍看。

有着家传的底子，又自学了理论的杨国政
在进厂之前，其实也算半个制瓷行家了，但新人
还是要从基础工作开始干的。从注浆成型、装
窑烧窑到造型设计，无论是做什么，杨国政都做
得十分认真。当时，厂里以烧制彩瓷为主，但他
认为，任何艺术瓷都是相通的，要想在制瓷领域
成为行家里手，就应该对各种工艺流程融会贯
通。 请继续阅读C02版

11月7日，钧瓷故乡禹州。第六届禹州·中国钧瓷文化旅游节暨第二届中国美术陶
瓷技艺大赛正在举行。很多来访者都驻足于一展台前，这位参展者就是在钧瓷界被称为

“一把火”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国政。作为土生土长的神垕人，杨国政自幼耳濡目染的
都是钧瓷，可以说闻的是窑火烟，看的是七彩火，听的是长辈们怎么烧好钧瓷的心经——他
的生命早已经与钧瓷融为一体。

熟悉钧瓷的人都会对有着“宋钧神韵、里蓝外红”的杨氏风格钧瓷有着深刻印象，
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杨国政作品的这种特色呢？11月30日，在杨国政钧瓷作品研讨
会后，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南睿/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1000多年以前的北宋王朝，五大名窑钧、
汝、官、哥、定中的三大名窑出于河南，其中以钧
瓷为首。中国的陶瓷有 1万多年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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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政继往开来，将宋钧神韵表现在作品
的釉和形上，其作品造型以传统器皿造型为主，
线条明朗、起伏恰当、装饰简练、浑厚端庄，而极
有个性的杨氏红蓝釉则是杨国政经过上千次的
反复配釉烧造最终形成的独特风格。

先说蓝釉。杨国政配制的蓝釉经过高温炼
制后，能出海蓝、宝石蓝、天青色（即宋人所言雨
过天晴之色）、月青色、月白色，同时很油润，接
近宋钧蓝色。而杨国政的红釉，经烧制后出现
鸡血红、柿子红、粉红（胭脂红）、水红色，出现的
紫色如茄皮紫、丁香紫、玫瑰紫等色也很似宋钧
色彩。难怪很多商贩将他的作品做旧，充宋钧
入市，换来天价之利。

在神垕，做钧瓷并名国政的有好几个。有

一个顺口溜，叫做邢国政的型，辛国政的釉，杨
国政的火。杨国政“一把火”的称号可是名副其
实，好多地方烧不成的，只要他一去，准能烧
成。其实，除了釉料配制和烧制的绝活外，杨国
政擅长的领域很多，比如手工拉坯。

手拉坯是钧瓷传统造型的重要表现形式，
手的感觉很重要。看杨国政拉坯是一种视觉享
受。只见他把揉好的泥块放在转台上，双手扶
住泥块，右手拇指从顶部中心点压下，之后从底
部向上缓缓提起，在匀速状态下将坯体逐渐拉
高，然后双手指尖内外相对，右手稍用力向外扩
中渐渐拉薄坯体。十几分钟过后，一个深口大
钵就出现在了杨国政那宽大厚实的手上。

“钧瓷的艺术就是火的艺术。钧瓷以窑变
为神，而窑变就在于一把火。”杨国政说。

以火候掌控闻名业界的杨国政在实际的炼
制过程中，独创了风阀，也就是说，他的窑是没有
阀的，而是开了一个口，完全靠风的来去作为控
制火的阀。杨国政的钧瓷作品像极了钧瓷鼎盛
时的宋钧，为藏家所喜爱。很多藏家隔三差五地
到他家里，就为了候着出炉时寻找自己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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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毁灭了阿兹特克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