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7日 星期日 编辑 钱红 美编 王涛 校对 孙双

08

本版主编 苏一宏

今日8版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280号 邮编：25500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3700004000144 零售每份1.00元
新闻热线及投诉电话：0533-3585000 发行征订电话：0533-3595671 广告订版电话：0533-2270969 鲁中晨报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533－8409106

线条流畅 造型逼真

双鹿半瓦当 藏着历史大学问
文/图 记者 李波

“这是我在齐都镇种菜
的时候偶然得到的。不知道
是什么年代的，你们能否给
鉴定一下？”5月15日，临淄区
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收藏
了一件双鹿半瓦当，希望能
够有机会得到专家指点。

记者看到这件半瓦当有
成人手掌大小，上面有两只
梅花鹿迎面相对，线条流畅
优美，尤其是鹿角的造型十
分传神逼真，鹿身饱满，四肢
弯曲柔和，鹿尾也清晰可
辨……可以看出，制作者有
不错的绘画和雕塑方面的艺
术功底。

作为古代建筑的一部
分，瓦当是用来覆盖建筑檐
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后来发
展成一种具有特殊纹饰的建
筑附件。齐故城临淄作为郡
治之一，其自身文化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来自关中与中原
地区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显
示，秦、燕、齐三地都曾使用
过素面半瓦当，春秋晚期至
战国时群雄并起，图像和图
案半圆瓦当开始在各地宫殿
上广为应用。到了秦代两汉
时，制瓦的规模、种类和艺术

水准都达到了巅峰，东汉以
后逐渐式微。学界普遍认为
陶制瓦当的发明和使用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可以
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
蚀，瓦当当面的图案和文字
更是传统艺术中的一朵奇
葩，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与
先秦两汉的青铜器、漆器、竹
简木牍书法等一样，成为一
个时代的经典艺术。

“临淄齐国故城遗址的
半瓦当，一般都饰有两边对
称的树木双兽纹，这是齐瓦

当最基本的主题纹饰。这种
略显抽象的树木纹是齐瓦当
图案的‘标配’，万变不离其
宗。”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常
见的图案有树木双兽卷云
纹、树木双兽乳钉纹、树木双
兽双骑纹、树木双兽双鸟纹
和树木双兽鸟猴纹等。“齐瓦
当的风格比较清新，质材一
般为细腻而成青灰色的陶土
胎骨，图案充满了生活气息，
也非常精致灵巧。张先生的
这款瓦当比较少见，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论证。”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

张彩霞陶瓷艺术连载

张彩霞 中国陶瓷工艺
美术大师、山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山东省特级陶瓷艺术
大师、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齐鲁工业
大学客座教授、山东省淄博
高层次人才、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硅酸盐
学会陶瓷分会古陶瓷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中国陶瓷工
业协会陶瓷专业委员会理
事、霞之彩艺术馆艺术总监。

她所涉及的各种艺术门
类，诸如彩绘、刻瓷、瓷板画、
陶瓷窑变花釉作品，曾荣获
国内外大奖，其中《原》系列
被中国（淄博）陶瓷博物馆收
藏，彩釉作品《古墨遗香》被
英国皇家博物馆收藏……此
外，她还获得两项外观设计
国家专利；部分作品被外交
部选为礼品。

张彩霞艺术馆电话：
13583395139

空间，是唤醒我们生命快乐的地方。有的人把空间比拟为心灵的秘境，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处完美的角落，这
秘境里有幽兰的雅，有菊花的淡，有青竹的幽，有梅花的香。欣赏张彩霞的作品，如在时光的长河里，闻到了一缕心灵的幽
香。在她的诗情画意里，追逐这不可惊扰的片刻静谧。静，是心灵最美的陪伴，体现生命的祥和与淡泊、坦然和从容。每
一幅画流淌出许多精美细腻的表达，每一首诗是心灵和作品的缘分释然，宛如一首歌能聆听着旋律触发灵感，梦幻的色彩
似一个无限精彩的世界。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渲染和大张旗鼓，就如轻轻一掠的风那样温柔，张彩霞作品里珍藏着善良美
好的心灵，留下一段动人的故事。

神秘的淄博“官窑”生产计划表
文/图 记者 李波

5月14日，博山的刘先生告诉记
者，他无意中得到了一份博山陶瓷厂
1962年度7月份的生产计划表，封面
上有“绝密”字样。除了这份材料，还
有一份博山陶瓷厂的厂报。

记者看到，在这份计划表里，有
工业总产值、工人人数、班次等数据，
另外，还可以看出日用陶瓷每天的产
量。日用陶瓷涉及到的品种有五寸
碗、六寸碗、四寸碗等，其中，著名的

“套五盆”7月份计划生产48600套，
但实际生产完成了53702套。值得
一提的是，1961年才投入国际市场
的细瓷在这份资料里面也得到了体
现，出口瓷有平式杯碟。这一时期的
内销瓷主要有木瓜茶具、腰鼓杯、五
寸碗等。

“这个字体一看就是办公室出来
的，计划处或者车间办公室的‘计划
员字体’。”作为博山陶瓷厂一名前职
工，47岁的孙涛先生告诉记者，这上
面的字体看起来十分亲切，例如陶瓷
的瓷，写成“磁”的特殊写法也反映了
所处的年代。

这份材料上面没有蓝三大碗的
生产记录，更加印证了一个历史事
实——— 蓝三大碗是从1964年开始批

量生产的。所谓蓝三大碗，俗称“蓝
边碗”，就是1962年开始实验设计
的。1963年，博山陶瓷厂第一条简
易日用陶瓷隧道窑建成投产，年底就
开始烧制“蓝边碗”。从此之后，“蓝
边碗”一发不可收拾，出现在家家户
户的餐桌上。有数字显示，1985年，

“蓝边碗”的年产量为2150万件。
刘先生表示，这份1962年7月份

的生产计划表很珍贵，因为博山陶瓷
厂曾是淄博最大的国营陶瓷厂，在民
间一度被誉为淄博的“官窑”。这份
计划表封面带有“绝密”字样，“我一
开始感觉很神秘，但是翻开里面的内
容看，其实就是陶瓷产品当月的生产
数量。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秘密可
言，但是这张表记录了淄博陶瓷一个
时代的特点，弥足珍贵。”

藏品欣赏

清新气息

□张彩霞

静听这色彩
奏起
娓娓动听的乐曲
呼吸

清新气息
返璞归真的美妙
为这个季节
守候

一起呼吸

□张彩霞

如果
蝴蝶会唱歌
那是
快乐的吗
要是能采回

时间
也学会了
感动
在花园中
还一起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