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上垟镇是闻名中外的龙泉青瓷主产地，凭
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瓷土资源和传统制
瓷工艺，原龙泉瓷器总厂、一厂、三厂、五厂都设
在镇内，素有“青瓷之都”美誉。时至今日，传统
工艺依然在青瓷小镇留存，在这里可以遇见传
承千年的龙泉瓷烧制技艺。

上垟自古商贸繁荣，民间制瓷盛行。2012
年，上垟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青瓷小
镇”荣誉称号，青瓷产业迎来发展的春天，全镇
青瓷产品从原先仅有的仿古瓷、酒瓶向艺术瓷、
名酒包装瓷、日用瓷等延伸。这个距龙泉市区
40公里的偏远小镇，有着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
胆识和气魄，2015 年，上垟镇成为中国美院、景
德镇陶瓷学院等高校的教学实习基地，吸引越
来越多的世界陶瓷文化交流活动在这里举办，
成为龙泉青瓷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

回望过去 10 年，上垟镇将青瓷文化、产业、
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在笔者看来，让窑火千
年不熄的，是上垟世世代代制瓷匠人的热爱与
执着，传承与创新。

在深入上垟采访过程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老
一辈制瓷艺人如青釉般淡雅、纯净的理念——青
瓷文化的根本在于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沉心
静气地投入，在继承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
进行新的突破，把小众爱好变为大众文化，把传
统产业做大做强、做新做优。

无论是手工作坊里一个传统器型的复刻，
还是艺术家工作室中的当代器型创作，背靠的
都是龙泉青瓷产业体系。工业制品代表时尚、
精确、可重复性，手工制品则意味着不完美、装
饰性和独一无二，带着人所赋予的态度和取向，
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能从龙泉青瓷中感受到的深
刻价值。

如何让千年窑火
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付名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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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船舶往来如织。”发
轫于两晋时期的龙泉青瓷，早在南宋便以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
梅子青釉盛极一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中国符
号。

位于浙、闽、赣三省交通要道处的上垟镇，自古制瓷盛行、
商贸繁荣，是龙泉青瓷最集中的产区，至今仍传承着传统窑烧
工艺，保留着大量古窑址。当地随处可见的水碓、瓷片小道、凤
尾瓶灯等青瓷元素，无一不在述说历史。

穿越千年的传统青瓷产业体系，有着强大而稳定的工艺惯
性，足以抵御漫长时空中的审美流变。但现代人在选用瓷器
时，则往往倾向于传统美学之外的功能价值。这微妙的悖离，
在这座“中国青瓷小镇”激发出一场在传承与创新中迎来中兴
的产业变局。

直观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上垟青瓷企业已发展到 40
家，其中规上企业 3家，全镇 1000多人直接从事青瓷行业，还有
600多人从事青瓷店铺经营、瓷器包装等配套工作。这座从传
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分的特色小镇，正在现代化的大道上，奔
向可期的未来。

不灭窑火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在上垟镇中心，被誉为“龙泉一条龙”的“曾芹记古窑坊”是
当之无愧的地标。130多年来，这座古龙窑从不曾熄灭，是龙泉
唯一一处真正意义上的“不灭窑火”。

走进古窑坊，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黄泥砌成的墙，墙面镶嵌
着从北宋到现代的各种瓷片。“我叫它‘文化墙’。”古窑坊第七
代传人曾世平告诉记者，10年前，青瓷爱好者不像现在这么广
泛，他砌起这面墙，为的是吸引更多人对龙泉青瓷产生兴趣。

家学渊源，令曾世平投身青瓷产业显得理所当然。继承了
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的他，从选矿、练泥、配釉到拉坯、修坯、素
烧、施釉，每个环节亲力亲为，他坦承“龙窑生产能力不高、成品
率低且烧制技艺复杂”，完美的成品很难普及到千家万户，“更
多的是艺术价值”。

正是这种工业化无法取代的“艺术价值”，令文化遗产的拥
趸趋之若鹜。尽管曾家龙窑每年只烧制两次，每次只产出千余
件瓷器，但总是“还没开窑就已被预订一空”。曾世平清楚地记
得，开窑前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总会在道路两边排起长队，
最远的客人是从辽宁丹东驱车赶来的，“就为看一眼千年不灭
的窑火”。

在上垟，还有很多像曾世平这样的“青瓷世家子弟”，“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也正是在这生生不息的传
承中，2012年，上垟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青瓷小镇”
荣誉称号。2014年，中国青瓷小镇·披云青瓷文化园成功创建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成为振兴历史经典文化产业的示范样本。

走进这座特殊的文化园，扑面而来的是“工业怀旧风”。园
区保留了原国营龙泉瓷厂的厂房外观，内部则建起了青瓷传统
技艺展示厅、青瓷名家馆、青瓷手工坊等各种青瓷主题的休闲
体验区，清晰勾勒出龙泉青瓷的发展脉络。

“从曲高和寡到雅俗共赏，文化园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曾世平告诉记者，在园区将传统青瓷文化以现代审美直观呈现
之后，许多并非青瓷世家出身的年轻人，也敢于从零开始学习
制瓷技术，并在小有所成之后陆续开办工厂，“龙泉青瓷不再只
以‘高大上’的面貌示人，短短几年间，上垟街道两旁已随处可
见青瓷作坊，价格亲民、质量可靠的日用瓷开始广泛出现在人
们的生活中。”

“有形之手”壮大产业发展根基

在青瓷文化园拔地而起的同时，龙泉立足上垟在青瓷发展
史上的独特地位、良好的产业文化基础和老工业基地的旅游资
源，持续推进中国青瓷小镇项目建设。

2015年，龙泉青瓷小镇被列入首批浙江省 37个特色小镇
创建名单，传统产业迎来了新机遇。2015年年底，“中国青瓷小
镇开发项目”正式签约，龙泉对接工商资本 30亿元，对青瓷小
镇进行全方位打造，并在上海原“四行仓库”旁设立 4000平方
米的“龙泉青瓷——人类非遗”展示中心，小镇成功走出山门、

牵手世界。
得益于“有形之手”的全面发力，上垟青瓷产业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外出创业者选择回到家乡，上垟也因此成为龙泉外出
打工人员最少的乡镇之一。

2012年，有着 20多年文玩收藏经验的刘小龙，转行投身青
瓷产业，将工厂建在了老家木岱口村。他坦言，“一开始是觉得
有利可图才入行的”，但时间久了，不知不觉被传统制瓷技术和
工艺感染，成了“追梦人”，如今他致力于打造工艺复杂的艺术
瓷，因为“更有成就感”。

在推进产业振兴、企业集聚发展的过程中，“刘小龙们”找
到了自身价值，而上垟青瓷也随之迎来了“高光时刻”，身为三
大规上青瓷企业之一的浙江天丰陶瓷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就是
其中一个缩影。

天丰陶瓷旧址位于中国青瓷小镇内，由于核心景区建设不
断加快，企业用地需求日益紧张。得知这一情况后，上垟镇主
动伸出援手，帮助天丰陶瓷新厂重新选址木岱口村，于去年 1
月 6日正式搬迁并顺利投产。

在龙泉青瓷的发展过程中，科技总是高举着“看不见的
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相得益彰。“搬进新厂区后，我们把提
升产能的突破口聚焦到了数字化改革上。”天丰陶瓷负责人周
方武告诉记者，目前，天丰新厂内共有 5座窑炉设备，设备升级
后全部采用数字化控制，其中 36米的隧道窑还实现了自动进
样。

除窑炉实现数字化升级之外，天丰新厂的浆泥磨粉、泥条
泥饼制作、注坯等生产工序都引进了自动、半自动化生产设
备。通过打好这一套技术升级“组合拳”，企业生产成本较搬迁
前降低了近 8%，效率提高了近 10%，产能提升了近 30%，“在日
用瓷市场，这样的技术优势是难以比拟的”。

守正创新 传统产业迎来新机遇

千百年来，龙泉青瓷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形而上的艺术珍
宝，更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使是不懂器形的人，也能领悟温润
如玉的自然美感。如今，随着传承与创新，每一位青瓷匠人手
中的作品都成为鲜活的文化符号，续写千年传奇。

“90 后”青年叶露的母亲曾在国营瓷器厂工作，龙窑、水
碓、大烟囱等一切与青瓷相关的事物，占据了叶露的童年记忆，
也为他日后“脉承先辈事火土，闲坐云水转轮盘”的职业生涯埋
下了种子。

从龙泉市中职校陶瓷艺术专业毕业后，叶露入茶山窑为学
员，师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高峰。经过 5年潜心学习，他
于 2013年在上垟镇创办了“玉华青瓷作坊”。

“我不是青瓷世家出身，没有创作‘包袱’。”作为新生代艺
人，叶露直言自己乐于突破传统，就连工作室周围的草木、山石
都被作为原料，用于练习泥配釉，烧制不拘泥于传统器型的青
瓷作品，“龙泉青瓷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但
这种主流的另一面，是会诱使人皈依传统技艺，最终导致审美
趋同。”叶露的作品不刻意追求精致，而是面向大众、贴近生活，
呈现轻松自在的风格，“我追求的方向未必是对的，但会让人们
对龙泉青瓷增添新的观感——原来传统艺术也可以是很有趣、
很接地气的。”

从相对小众的艺术藏品，到如今“一切皆可烧”的日用瓷，
龙泉青瓷的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无论是匠人还是新人，都能
从中找准自身定位，并将个体审美放大、置于聚光灯下，实现新
一轮优胜劣汰。

2020年，天丰陶瓷在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注册店铺，开启
网络订单模式，形成了“线上+线下”多点开花的新局面。“开了
网店，受众市场扩大了千百倍，来自网销渠道的月销售量已经
超过 2000件，而且仍在不断提高。”周方武告诉记者，随着市场
的持续扩大，消费多样化的需求也日渐突出，产品创新成了企
业的必修课，天丰陶瓷在近年来累计投入的创新经费已超过
600万元，研发出 260余款新产品，获得 20多项专利，“企业也在
这一过程中不断实现突破、做大做强。”

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行。在这座传承与创新齐头并
进的文化小镇中，千年不灭的窑火炽烈如昨，照亮前路。

终审终审：：陈陈 安安
策划策划：：崔崔 璀璀
执行执行：：刘淑芳刘淑芳

沈沈 隽隽
张李杨张李杨
付名煜付名煜

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上垟““““““““““““““““““““““““““““““““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瓷之道””””””””””””””””””””””””””””””””
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的

国营龙泉瓷厂的昔与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