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929 年，“龚三兴”第二代传人、龚倩的
曾祖父龚庆芳烧制的青瓷作品， 参展首届
西湖博物展览会并获甲等奖， 后又斩获巴
拿马费城展览会特优奖， 龙泉青瓷“龚三
兴”字号随之声名大振。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在龙泉市宝溪乡
车孟村，一座挂着“龚家窑”牌匾的龙窑，在
风雨中诉说着龙泉青瓷的悠久历史。 这座
龙窑的窑主， 正是龚倩的父亲———“龚三
兴”第四代传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青瓷烧制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龚益华。

每年，父亲都会带着龚倩，在“龚家窑”
烧上几窑。 熊熊窑火，映红父女的脸颊，也
让龚倩心底里对青瓷的热爱加深几分。

“小时候乡下条件艰苦， 每次龙窑柴
烧，父辈们都要挑着沉重的担子，走四五公
里山路。 ”对于儿时长辈们坚守龙窑烧制的
执着，龚倩记忆犹新。

龚倩很小就开始学习美术， 大学时如
愿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 攻读陶瓷艺术设
计专业。 大学期间，每逢寒暑假，乖巧的龚

倩都会跟随父母，动手学习传统烧制技艺。 从
小耳濡目染，又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和陶瓷专
业知识，加上骨子里的刻苦精神，很快，龚倩就
在陶瓷设计创作、艺术鉴赏方面拥有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

虽然青瓷雕塑是龚倩最喜欢的艺术表现
手法，但她同样喜欢在传统的风俗事物中寻找
灵感。 上古神兽、神佛坐骑乃至山海经里一件
件、一桩桩故事，皆会在不经意间化为她的创
作灵感。《蟾宫折桂》是她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作
品，灵感就来自历史传说：玉蟾攀折月宫桂花，
科举时代比喻应考得中。 其造型独特，青灰釉
结合，令人眼前一亮。 罐体饰跳刀纹，施灰釉，
体现出空间感。 攀附罐壁之上，手捏成型的青
釉玉蟾，又显得动感十足。

龙泉青瓷以釉取胜。 在龚倩眼里，这抹青
色，便是天地间最美之色。 经过多年不断摸索
和反复试验，她已熟练掌握元代豆青，南宋粉
青、梅子青，明代翠青等釉料配方，并将传统技
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创作出独具一格的青瓷
作品。

不灭窑火，融情于瓷。 龚倩在中职校一边
教课，一边创作。“不灭窑火，靠的是一代代青
瓷艺人的传承。 我愿跟随父辈的步伐，用一生
走青瓷之路。不为其他，只为青瓷！ ”作为“龚三
兴”第五代传人，龚倩对青瓷的传承有着比别
人更为深切的感悟。

闲暇之余，龚倩喜欢远足禅茶。 看远处青
山如黛，静坐山水间，感受心身与土地相融的
美好。 一心追寻的青瓷，在她眼里，正是这片土
地馈赠她的最好礼物。

记者 吕恺 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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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倩：不灭窑火 融情于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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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龚倩 ， 女 ，1988 年出生于龙泉青瓷世
家，浙江老字号“龚三兴”第五代传人，任教
于龙泉市中职校。 2012 年毕业于景德镇陶
瓷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 有着深厚的美
术功底， 对陶瓷设计、 艺术鉴赏有独到见
解。 其作品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多次
参加各类展赛并获奖。 《鱼跃》《海的女儿》
被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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