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奔流，浊浪淘沙。黄河在造福人们的同时，沉淀下来的泥沙，经过智慧的黄河儿女的
妙手拿捏、高温煅烧，浴火重生，变成了国之瑰宝——澄泥砚。

王玲，便是制作澄泥砚的领军人物。她和丈夫花费近3年时间，历经131次失败，在1991
年，让这块中国四大名砚中唯一的泥砚重新为世人所见。

丈夫去世后，她更是用一种对艺术近乎痴狂的热爱，寻求着最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力求
用现代的语言来表现传统艺术的美，展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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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近3年时间，历经131次失败

王玲：让失传澄泥砚重现光彩

走进在黄河风景区旁的黄河金沙
泥艺术研究所，悠长的石路两旁除了一
片片绿荫，还有惟妙惟肖的《红楼梦》人
物肖像，为这片幽静的处所增添了独特
的艺术氛围。王玲就居住在这怡人的
环境之中。

王玲自幼喜欢画画和雕塑,1978年
跟父亲学习制坯技艺，后又学习雕刻技
艺。她和丈夫张存生都是安徽人，张存
生三四岁就跟着父亲学塑泥人，共同的
爱好使他们结缘。

1986年，因拥有高超泥塑技艺，王
玲夫妇被黄河游览区特聘为职工，从老
家安徽来到这里，寻找到一块属于自己
的艺术天地。尽管当时只能住在仅有
10平方米的窑洞里，但能从事他们钟爱
的泥塑事业，俩人乐此不疲。

1988年 7月，王玲夫妇接待了一位
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客人——齐白
石弟子卢光照先生。他观赏完王玲夫
妇的作品，在赞叹的同时，也感慨到，一
提到“泥”，就不能不想到澄泥砚，澄泥
砚被唐代文人列为砚中第一，是黄河文
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手艺如今已
经失传。王玲夫妇不禁动了心，他们决
心要将这份“黄河的礼物”传承下去。

一项失传已久的技艺，一件无法预
测未来的工作，凭借着心中对于事业的
追求和对文化传承的热情，这对夫妇将
毕生的心血花费在研制黄河澄泥砚的
过程当中，以砖雕起步的俩人面对澄泥
砚，几乎从零开始，翻阅了大量资料，一
点点地钻研。

澄泥砚是四大名砚中唯一以泥为
材料烧制的陶砚，相比于其他砚台的制
作，澄泥砚在挑选、处理泥沙的过程要
花费额外的力气。

为了找到合适的泥沙，夫妻俩没事
就沿着黄河一路走，一路观察沿河的泥
沙，整整 3年，历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
于发现选取黄河中下游独特地理环境
中沉积千年的泥沙最为适宜。

找到合适的泥之后，就是繁琐而枯
燥的制作过程。澄泥砚的制作共有 20
多个步骤，选泥，晾晒，泡水，搅拌成泥
浆，过筛，蒸发，沉淀，当细沙摸起来如
丝绸般顺滑时，取泥，和泥，切成豆腐
块，再将杂质一点点刮掉，在窑洞中存
放半年，之后取出不断地雕刻打磨，阴
干 3个月，一个澄泥砚的制作周期就有
一年之久。

从 1988年到 1991年，一共烧制了
30多窑，终于在第 132次试验中，他们
在一片残骸中发现了一个保持完好的
成品，这是他们第一次成功制作出澄泥
砚，俩人像捧着初生婴儿般呵护，这个
“小生命”给了他们无限的欣喜与希望。

传承“黄河的礼物”
失传澄泥砚重现光彩

秉承丈夫遗愿 醉心研制泥砚作品
黄河澄泥砚问世之后，受到专家各界

一致好评。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国家
安排每个省送一个礼物到澳门，王玲夫妇
的作品“九龙晷”在 80多件送审作品中脱
颖而出，成为河南省的代表礼物。然而就
是这件能够引以为傲的作品，夺去了丈夫
张存生的生命。

为了尽全力完成作品，张存生把自己
封闭在工作室，连续工作了三天，第四天早
上，王玲照常给丈夫送饭却发现他栽倒在
地上，尽管经极力抢救，丈夫张存生还是因
肾衰竭离开了人世。

丈夫张存生对于当时话不多、有些腼

腆的王玲来说就是遮风挡雨的大树，这棵
树倒了，失去了依靠的王玲沉浸在巨大的
悲痛之中，但她仍然下定决心，无论前方的
路有多艰难，都要带着丈夫的期许与遗憾
继续走下去。

她又开始拼命工作了。独自承担起烧
制“九龙晷”澄泥砚的艰巨任务。和泥、制
巨形砖坯、雕刻，哪一个环节都是细功夫活
儿。“九龙晷”澄泥砚的雕刻手法很繁杂，融
进了高难度的透雕、镂空、阴阳线刻、高浮
雕、浅浮雕等多种技法，既要和谐统一，又
要局部精细，难度是相当的大。烧制过程
更是不易。温度太高，砚要开裂；温度低

了，又烧不透。丈夫在时，都是丈夫在烧
窑，而今看来，烧窑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
但想到对丈夫的承诺，她没有退缩。

4个月后，在历经多次失败，在王玲的
精心烧制下，“九龙回归砚”（即“九龙晷”澄
泥砚）终于烧制成功。

2001年 8月，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会工艺美术展作品评选中，“九龙
回归砚”一举夺得最高奖——“山花奖·民
间工艺金奖”。

“山花奖”把澄泥砚又一次推到了一个
历史高度，而王玲并没有就此止步，她朝着
梦想继续前行。

创新与传承并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失传”

为了更好地发掘黄河文化，弘扬民族
文化艺术，从 2002年开始，王玲筹划成立
了黄河金沙泥艺术研究所，她亲任所长，集
中精力从事产品的创作研发。至今，她成
功开发出以黄河泥沙为原料的四大产品系
列：名扬天下的黄河澄泥砚，大型历史题材
砖雕，金沙泥茶酒具，新式观赏、易携带的
把玩件工艺品。

现在，黄河澄泥砚在延续古法土窑烧
制的基础上，还创新地加入多种名贵中草
药后期烧制熏蒸。经此法制作的澄泥砚，
既保留了古砚含津益墨的特性，还能保证
使用本砚磨墨做出的字画不生蛀虫，故而

成为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
相比对澄泥砚的创新，王玲更注重

它的传承。对她而言，将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下去，让重见天日的文化艺
术瑰宝永不失传，这是一种使命，也是一
种责任。

但对澄泥砚的钻研仍然任重而道远，
单凭一人之力无法完成对澄泥砚的发展与
传承，王玲深知这一点，她很早就开始广收
学徒。

截至目前，王玲共培养了 300多个学
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些已经在工艺雕
刻和造型设计方面崭露头角。

令人感动的是，她还先后收留了50多
名残疾学生，手把手地教他们从事手工艺
作品制作，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对
这些残疾学生来说，只有让他们心无旁骛
地学好一门手艺，才能创造价值，在社会上
立足。”王玲表示。

王玲，这位黄河澄泥砚的传承人，以其
自强不息、刻苦钻研的精神，弘扬传统、关
爱社会的形象，赢得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
肯定和赞誉。

“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学
生，把这份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黄河澄泥砚。”王玲说。

黄河澄泥砚传承人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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