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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神奇之旅，来到
了钧瓷的故乡——禹州。

说到禹州，大家都不陌生，这里是夏王朝的
发源地，这里的钧瓷名扬天下，钧瓷还被列为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了禹州的第一站，我们
便来到了禹州钧瓷博物馆，参观了北宋钧官窑
双乳状火塘炉遗址。全面了解了钧瓷的历史和
制作过程。钧瓷的生产过程也非常复杂，要经
过筛选原料、制泥、练泥、制坯、素烧、制釉、施
釉、釉烧等过程，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才能
出炉。

了解完钧窑的历史和制作过程，我们来到
第二站，禹州市星航钧瓷有限公司。我们亲眼
目睹了钧瓷的生产过程，详细了解了唐代的马
斗窑、宋代的钧官窑、元代的马蹄窑、清代的鸡

窝窑和现代的鸡窝窑。
来到展厅，我们看到了慈祥端庄的观音、蟠

龙瓶等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真是让人眼花缭
乱、目不暇接。接着我们又亲自体验了钧瓷拉坯
的过程，看着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可没那么容易，
不是拉歪了，就是拉坏了，这技术也非一日之功。

最让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亲眼目睹了开窑
的过程。只见工人叔叔把窑门上一层泥土去
掉，又把堵门的砖一块块地取掉，然后小心翼
翼地取出一个个匣钵，掀开盖子，里面的一件
件艺术品色彩艳丽，非常精美，我们个个看得
目瞪口呆，赞叹不已。

这一次，我和我的同学们真是收获颇丰，
大开了眼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让它继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6月5日，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之
旅的一批特殊小营员，同学们分赴省内各地开始了一
次令我们骄傲和难忘的传统手工技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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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绣作品令我们震撼
经过一小时左右的路程，我们这一行人来到

了古城开封。
当我们走进素花汴绣艺术馆时，一个个做工

精细、图案精美的汴绣作品令我们震撼。瞧，松鹤
延年、富贵牡丹、五牛图、清明上河图……看着这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作品，我们禁不住啧啧赞叹。

在汴绣方面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王素花奶奶告诉我们，10多年来她不仅
挖掘、继承着这一民俗文化，还带领徒弟、工人不
断创新，试制了汴绣作品《水浒传》108将等作
品，最令人惊叹的是不久前完工的作品《百鸟朝
凤图》，长10.5米，各种鸟儿姿态各异、呼之欲出。

亲身体验制作年画
红日当空，我们又来到了开封博物院，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郭泰运爷爷迎接了我们。
他骄傲地告诉我们：“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

的出生地是开封，所以这里被称为中国木版年
画的鼻祖，经过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自身
独有的风格：年画采用木版与镂版结合印刷，水
印套色，用纸用色都非常讲究，年画色泽鲜亮透
明，风吹日晒也不会变色；年画的题材和内容大
多取材于历史戏剧、演义小说、神话故事和民间
传说，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淳朴古老的民族
风格，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
一。”看着一幅幅独具民族特色的年画，我真想
让郭爷爷收我们为徒。

这次旅游最令我们开心的莫过于亲身体验
制作年画了。按照工作人员讲解的步骤，我们
先往刻板上涂上一层墨水，拉过一张宣纸铺在
上面，然后拿起一尺长的刷子在宣纸上来回刷
几下，一张年画的坯子就出来了……

充满魅力的“黄河古陶”
兵分几路，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鹤壁

浚县。
第一站是参观古风

陶艺有限公司。首先来
到展厅，琳琅满目的“黄
河古陶”让我惊叹不已，
精美的四象纹饰雕刻得
活灵活现。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
雕刻车间，那里有许多叔
叔阿姨们，手里拿着各式
各样的工具雕刻他们手中的陶艺品。你们看，
这花瓶上的青龙，正在玩着一个宝珠，还有一只
凶猛的白虎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好像在说：

“欢迎你们的到来……”这些叔叔阿姨们分工有
序，有的雕刻、有的打磨，还有的在为这些陶艺
品穿上鲜艳华丽的盛装。

在形成车间，里面的叔叔正在做一个花瓶
的轮廓，他先把泥放到一个石头板上，像和面
一样把泥给和软了。然后把和好的泥压平，然
后把泥变成一个碗状，慢慢往上拉伸，越拉越
高，最后又把花瓶里多余的泥给掏出来，花瓶
的外形做好了，这真是太神奇了。

后来，我们又去参观了泥咕咕和泥猴张，
我们还动手制作了几个小工艺品呢。

这里是钧瓷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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