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

657689:; !"#"$ <=>?@'ABCD

EFGHIJKL*MNOPQRSTUVWX

!"#$

!"#$%&&#'())*****&&##"""****+')"(#,&&)!

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统筹 梁晨 编辑 崔迎 校对 一广 版式 王小羽

文化产业周刊

失传已久的“登封窑陶瓷传统烧制技艺”在他手里复活
2011年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珠小珠“落”瓷瓶
目前“登封窑珍珠地划花技艺”正在冲刺国家级非遗项目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
着一件国宝级瓷器——
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

“珍珠地划花”是我国北
方窑系瓷器上的一种装
饰技法，作品传世不多，
工艺又比其他瓷器复杂
得多。所谓珍珠地就是
在瓷胎上刻划动物及花
卉等主题花纹时，于空隙
处戳印间隔一致、大小相
若 的 小 圆 圈 纹 作 为 地
纹。“珍珠地划花”是登封
窑的一大特色，在全国其
他窑口十分罕见。

2008年，失传已久的
“珍珠地划花”在嵩山古
陶瓷研究学会会长李景
洲的手中“重见天日”。
2011年“登封窑陶瓷传统
烧制技艺”被评为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李
景洲成为这项“非遗”项
目的传承人。不久前，记
者获悉，“登封窑陶瓷传
统烧制技艺”已经被我省

“非遗”专家组推荐为新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申报候选项目，为更
直接清晰地表述，李景洲
在准备申报文本时，将项
目易名为“登封窑珍珠地
划花技艺”。于是，记者
来到位于登封市区西南
的登封窑复仿基地一探
究竟。

记者 苏瑜 文/图

有专家说过：从历史的角度
看，世界陶瓷看中国，中国陶瓷看
中原。而中原陶瓷则主要指以嵩
山地区为核心及分布于周围的陶

瓷遗址群。登封窑是唐宋时期嵩山地区最
具代表性的窑口之一，其制作、装饰及烧造
技艺可谓北方地区唐宋时期民窑的缩影。

登封窑始于隋、唐，全盛于北宋，在
金、元的征战与迁徙中逐渐衰落，后人无
缘亲见其兴盛。是李景洲多年来的锲而
不舍，让断代的登封窑有了新传承。

李景洲与陶瓷结缘于幼时。他的家
乡与曲河窑一岭之隔，祖祖辈辈用的饭碗
都是由曲河窑烧制的。踩着瓷片长大的

李景洲早早就在心中种下了有关陶瓷的
快乐种子。

后来李景洲工作过的告成、白坪两个
乡镇的野外都发现了古陶瓷，这让李景洲
兴奋不已。工作之余，他经常跑到乡下，
走访当地群众、调查故瓷遗址、采集标
本。搜集来的瓷片，一经拼凑，便还原了
原始的器形。他时常带些瓷片，找到有陶
瓷知识的朋友辨认，并找来专业书籍求
证。“有一次，我带着标本慕名到郑州大学
求教于阎立夫教授，他对白坪发现的钧瓷
惊叹不已并倍加肯定。这更坚定了我对
古陶瓷研究的信心。”李景洲说，随后，他
自费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研

究生班、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陶瓷培训
班，恶补陶瓷专业知识。

2006年，李景洲和几个对古陶瓷有共
同志趣爱好的朋友成立了“嵩山古陶瓷研
究学会”，一门心思调查研究登封古陶瓷。
在同年 11月举办的由全国知名专家学者
参加的“宋·金·元时期登封钧瓷遗址论证
会”上，专家组给出一致意见：“登封市古瓷
窑遗址具有面积大、分布密集、历史跨度
长、器型多样、钧汝兼备的特征，这对今后
我国古陶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李景洲等人
在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对登封古瓷的恢复和传
承。2007年10月，第一批嵩山青瓷出炉了。

断代登封窑有了新传承

登封窑水墨瓷瓷盘《溪山问道》

非非 质质

文化遗产

失传已久的“珍珠地划花”重见天日

“恢复嵩山青瓷的各项技术都成熟
后，我们立即开始了登封窑珍珠地装饰瓷
器的挖掘、研究和传承工作。珍珠地瓷
器是登封窑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品类，
如果不恢复，是登封窑的一大遗憾，更
是登封人的一大遗憾。”李景洲说。

这是一次没有捷径可走的艰难研
究。“珍珠地划花”作品传世不多，工艺却比
其他瓷器复杂得多。况且青瓷的恢复有
神垕、汝州的生产工艺可供借鉴，有现成的
技术人才提供指导，而珍珠地的恢复，几乎
是一项空白，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借鉴，仅
有的就是一些标本，需要从零开始进行摸
索。李景洲按照传统方式选料、加工、拉坯
和上釉等工序，历经无数次试验和无数个

不眠之夜，2008年上半年，“珍珠地划花”
产品终于问世了。

在 2008年 10月举行的“中国登封窑
古陶瓷复仿制品鉴定会”上，国家文物局
的专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河南文物与
考古方面的专家们指出“复仿制品从造
型、胎色、釉质、釉色到装饰效果，基本达
到了宋代同类标本的水平，造型流畅、饱
满浑厚、釉色纯正、釉质温润，体现了宋瓷
淡雅、沉静的时代特征……”并一致认定：

“复仿制登封窑珍珠地划花、白釉刻划花、
白釉剔刻等产品属目前国内该类复仿制品
的最高水平。”会后，李景洲的实验基地被河
南省文物局命名为“河南省文物复仿制品
研究开发基地”。

创新：将中国传统水墨画“搬”上瓷身
“在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我们又对登

封窑进行了创新。登封窑创新的釉下水墨
瓷，在传统装饰‘白地黑花’的基础上向前
推进了一步。”李景洲介绍说，“白地黑花”
是登封窑在宋、金、元时期的主要装饰形式
之一，这种装饰黑白对比鲜明、反差大、视
觉冲击力强烈，但由于和背景之间缺少色
阶和过渡而略显生硬。水墨瓷是在选用特
定矿物原料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水墨的表
现技法采用特定的传统烧成工艺而完成
的。“这种装饰技法是把传统国画的表现手
段运用在陶瓷上，表现出传统水墨画的诗
情画意，使画面更含蓄，更有味道。”

水墨瓷一经面世便得到业内同仁的
一致好评，中国陶瓷界的泰斗耿宝昌先

生更是极力认可并专门题词、题名。中
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陶瓷
玻璃行业管理协会会长王爱纯说：“传统
是根，创新是魂，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新精神是我们陶瓷艺术生命
的力量源泉。”

在创新的同时，李景洲开始了登封
窑产业化发展的探索。早在 2007 年，他
就组织资金成立了登封窑瓷苑科技有限
公司，并投资建设登封窑复仿基地的基
础设施。在复仿工作取得成功之后，为
了更好地发展，基地产品实行“两条腿走
路”，一边是手工艺高端收藏、复制品，一
边是大众化的礼品、纪念品及食用、观赏
器，并开始了规模化生产。

圆梦“陶瓷文化村”
“目前国内国家级和省级的博物馆

大多都有登封窑的藏品，如故宫博物院、
上海、天津、广州、河南等博物馆。就连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如美
国波士顿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
皇家博物馆等也都有登封窑的藏品。”

“登封窑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
高级人才。”李景洲实话实说，“由于前期投
入大，工人待遇不高，有高人也请不起。”如
创新产品水墨瓷，其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瓷体水墨画创作的水平高低。好在登封
瓷已经引起艺术界的重视，省内及国内外
的画家、工艺大师纷纷前来参观。不久前，
韩国名匠、务安窑的金玉洙等人前来交流
学习，现场制作水墨瓷留念。

在李景洲看来，陶瓷作为具有厚重
历史文化的文化事业，具有一定的产业
基础。形成规模，实现产业化发展，让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是他的目标。“登封窑是
中国民窑最具代表性的窑口之一，在中
国陶瓷装饰发展过程中，为中国陶瓷装

饰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不可多得的实
物资料。它是一本中国民窑史，是一本
中国陶瓷装饰史。”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登
封窑，李景洲在民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的基础上，投资申请成立了登封窑
陶瓷博物馆，面向大众免费陈列展览。

为了更形象地展示、传承登封窑的
历史和制作工艺，李景洲在基地以古窑
洞和茅草棚为建筑格调建了传习所，由
古陶瓷制作工艺流程展示和陶瓷制作体
验两部分组成，游客置身其中可以充分
感受、体验中国登封窑的魅力，以及中国
古老厚重的陶瓷文化。

“这些还只是一部分。我最终想把
基地打造成一座登封窑陶瓷文化村，包
括陶瓷研究、生产、创新、展示、体验等多
个功能区，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李景洲打开不甚成熟的规划图指给我们
看，激情慢慢溢出。他坚信已经成为登
封一张新名片的登封窑，完全可以成为
登封文化产业的突破口和“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