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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从大到小的蜕变
由近及远的传延

颜神古镇——— 古窑村周边，一
间朴素的店面，满堂溢彩的琉光，

“花”间主人孙淑娟，对于自己新出
的作品爱不释手。

与传统“花”店不同，孙淑娟店
里的“花”，花期很长，四季不败。

继承了家族的琉璃技艺，孙淑
娟让琉璃“开出花来”，一件件精美
的琉璃花球，一尊尊可爱的琉璃生
肖，让这间小小的店面充满生机与
活力。

在孙淑娟看来，自己只是将大
家心中对于美的理解具体化而已，
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随着颜神古镇——— 古窑村的
护改开发，这座占地千亩的老村庄
在给了颜神人回忆乡愁的载体之
外，也为颜神人的生活注入了新的
生机与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这个“没落贵族”的历史与文
化，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此驻足
游览。

而天生智慧的颜神人也找到
了创作的灵感，越来越多的作品开
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

孙淑娟手中拿着两只小巧的
琉璃南瓜坦言，陶琉文化是颜神古
镇精髓的集中展现，外地游客来到
此地，如果不能细细感受陶琉产品
的魅力是遗憾的，但是体积大的陶
琉工艺品又让游客“头大”，所以自
己创作出小巧型琉璃工艺品，可以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而在设计和
制作的过程中，对于更加精细的细
节把控又使得这项技艺得到了更
好的发展。

世居于此的颜神人，见证了琉
璃的发展史，而琉璃的历史，又是
由一代代颜神人书写而成。

《颜山杂记》里记载：明末清初
博山琉璃产品已发展到十大类，数
十个品种，销路北至北京，南至两
广，东至朝鲜，西至河套地区，至此
博山已成为国内生产琉璃品的中
心。清朝咸丰年间，博山琉璃业进
入兴盛时期，开始出现专门销售琉
璃的“料货庄”，使博山琉璃的销售
从集市贸易、长途贩运，逐渐转变
为以博山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定点
销售。清朝同治年间，博山形成以

西冶街为主的琉璃业生产基地，成
为名副其实的“琉璃之乡”。

代代琉璃艺人书写了博山琉
璃史，为博山琉璃技艺的发展贡献
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技术的纵深发展
色彩的华丽展现

“你用过彩瓷吗？”
自古以来，众人对于彩色陶瓷

的理解都是在泥坯或青瓷上，施加
彩色釉料经烧制而成。在我国制
瓷历史长河中，彩瓷的出现，结束
了漫长的“南青北白”的一统局面，
瓷苑于是百花盛开，绚丽多姿。千
百年来，彩瓷超卓而被世人公认
者，举凡有三：元、早明、清初青花
及釉里红分享釉下彩极品之殊荣；
明成化斗彩矗一峰之巅；清三代珐
琅彩绝唱一时。

彩瓷根据烧制技艺的不同，又
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然而，无论
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是在半成品
上再加工，而周祖国周虹父女两人
却重新定义了彩瓷。

一次比赛之旅，让醉心于陶瓷
技艺的周祖国看到了德化瓷泥的
细腻、干净、雅致，于是开始做以骨
瓷为载体，直接实现骨质细瓷的颜
色化的研究。

看似简单的背后，却充斥着大
量的难题，材质的选用、颜色的控
制、透度的把握、原料的温度反应
等，都是周祖国需要克服的难题，
省吃俭用搞实验，一门心思做
研究。

有着古老技艺传承的周祖国，
在结合了全新思路和成功经验以
后，终于重新定义了彩瓷，“七彩
瓷”也得以成功问世。周祖国坦
言，“七彩”，是一个概念数字，研发
过程艰辛备至，颜色也可以多元研
发以致无穷。

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任何
古老技艺的传承都依靠历代人的
创新，而真正的创新，也是基于传
统技艺的传承之上。就如周祖国
研制的“七彩瓷”一样，仅仅数年时
间，其女周虹便将“七彩瓷”的颜色
发展至12种之多。

在山东大韵坊七彩瓷研究院
内，陈列的红冠大黄鸡造型彩瓷和

作品“象”是周虹最喜欢的作品，无
论造型还是烧制难度，都反映出其
极高的内在文化价值。

周虹坦言，中国陶瓷，技艺水
平与国际相当，差距仅仅在于设计
感，而周虹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努
力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让博山陶
瓷真正走向世界。

炭火的戛然而止
窑温的炽烈突破

漆夜无云，化作满天星辰；水
影斑斑，品清柔于唇间。

茶道作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经
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因为爱茶，故
而茶具也十分讲究。茶道的发展，
也促进了陶瓷的进步，雨点釉就是
其中之一。

因釉中布满银色的金属物质，
光泽的放射状圆形结晶非常有特
点，形似雨点坠入水中时晕开的状
态，故而得名雨点釉，多用于制作
茶具以及艺术器皿。

雨点釉是山东淄博传统名贵
陶瓷的釉种，原名为“油滴釉”，古
称作“滴珠”，起源于唐代，成熟于
宋代，由于烧制的难度极大，十分
稀少罕见，宋代达官贵人得此一
件，视为珍宝。

作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雨点釉第四代传承人、博山油滴雨
点釉研究所副所长的周冠丞坦言，
雨点釉需要在1300℃精准温度下
烧制，温度低了不出银点，温度高
了釉面烧坏，精准的窑火温度把控
是生产器形精美，银色纯正的
关键。

作为雨点釉的孕育之所，窑炉
的推陈出新直接推动了雨点釉制
作工艺的日渐精湛，早期烧煤炭的

“馒头窑”，熏烟缭绕，窑温难控且
温度较低，往往好几批窑的烧制也
难出几个雨点釉，而且银色“油滴”
极少。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据国
外资料设计建造的明焰快烧窑在
博山投入生产，燃烧系统采用每秒
燃烧气流速50米的小型高速喷燃
气，温度较高、可控性增强，达到无
烟明焰燃烧，所用燃料广泛，柴油、
天然气、石油液化气、煤气都可以
使用，雨点釉成品率明显提高，“油
滴”色彩更加饱满耀眼，雨点釉匠
人们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才能，制
作更多不同器型的产品。

白驹过隙，岁月流转，随着电
闸的启动，温度阈值广、升温快、热
损失小、控温灵活的高温电窑炉成
为了精品雨点釉制作不可或缺的

“好伙伴”。
周冠丞轻抚着最得意的“四平

八稳”瓶作品坦言道，雨点釉制作
技艺的恢复和发展并不是单靠一
代代匠人的传承，窑炉的不断改
进、燃料的逐渐丰富以及原料提取
技术的不断创新，给雨点釉营造了
前所未有的进步空间，也让他能够
在黑色的基础上制作出色彩更加
绚烂的红雨点釉和黄雨点釉。这
一炉熊熊烈焰，也是雨点釉红火光
明的未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振兴 见习记者 孙良栋

融入血脉的创新引领古镇蜕变
人们常说，要发展，就要创新。
创新是什么，如何创新？对于拥有千百

年陶瓷琉璃历史文化的颜神古镇，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是发展、弘扬本土陶瓷琉璃的必由
之路。

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制作工艺的不断
创新，推广渠道的不断开拓，让这满堂溢彩琉
光更加绚烂夺目，让这七彩霓虹更加绰约多
姿，让这点点银星缀满古镇夜空。

老博陶生产的“红女”。

周虹创作的旗袍彩瓷瓶。

早期用于烧制雨点釉瓷器的馒头窑。

孙淑娟展示刚生产出的小型琉璃工艺品伴手礼———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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