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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琉璃
是淄博的文化名片，也曾经是博
山的重要产业。随着时代的变
迁，工业流水线上的琉璃制品逐
渐被市场所淘汰，取而代之的是
融入了文化元素的文创琉璃。从
工业制品到文创产品，博山琉璃
产业经历了大洗牌，那些不断创
新、给琉璃赋予更多文化内涵的
琉璃人取得了成功。

10月15日，记者走进位于陶
琉艺术大师村的徐月柱琉璃艺术
馆，在这里看到了琉璃制作技艺
的传承与发展。

琉璃艺术馆里的创新作品

在艺术馆门口的草坪里，在
艺术馆的花园里，到处都能见到
作为景观的琉璃作品——— 小巧可
爱的蘑菇、红彤彤的辣椒、造型抽
象的火烈鸟，它们无不在提醒着
人们：这是个琉璃的世界。

艺术馆一楼的大部分面积留
给了窑炉车间。1000摄氏度的
窑炉驱散了秋天的凉意，工人们
还都穿着夏装。他们用一根特制
的铁管把色料从窑炉里挑出来，
半液态的色料像面团一样柔软。
工人们通过铁管向色料里面吹
气，再用特制的工具对色料进行
塑形。最后放入保温炉里退火，
几天后，一件琉璃制品就完工了。

56岁的徐月柱还经常在车
间里烧制琉璃。作为首届中国玻
璃（琉璃）艺术大师，徐月柱从艺
近40年，不但深得琉璃吹制技艺
的真传，而且在不断探索中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琉璃制作技艺和创
作风格，成绩斐然。

在三楼展厅，数百件琉璃作
品被摆放在展柜里，既有传统的
琉璃花瓶、琉璃花球，也有创新的
琉璃内画瓶、金丝鸡血红摆件等。
在一组造型别致的琉璃摆件前，
徐月柱说，这几件琉璃作品融合

了内画和墨彩两种工艺，上半部
分的图案是内画，下半部分的图
案则在热成型过程中自然形成。
记者注意到，两种工艺给作品带
来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人工描绘
的山水自然与墨彩带来的绚烂色
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搭配。

“这种内画和墨彩融合的新
工艺，是我和同事孙崇宁合作完
成的，他是内画方面的行家。”徐
月柱说。

作为琉璃色料中的名贵色
料，鸡油黄因其工艺的复杂性导
致成品率极低。在展厅里，记者
见到了大量的鸡油黄琉璃瓶和鸡
油黄琉璃雕刻瓶。这些琉璃瓶色
如鸡油、润泽如玉，看上去雍容华
贵。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里
还有更少见的金丝鸡血红。

在一个展柜里，3件金丝鸡血
红作品在灯光照耀下分外惹眼，
其外观光滑细腻、晶莹剔透。

“这种金丝鸡血红是我和我
儿子新研制的，为了突显自己的
特色，我们在尝试了很多方法后
作出了这种金丝鸡血红色料，很
受市场欢迎。”徐月柱说，作为传
统手艺的琉璃必须不断创新才能
保持生命力，在创新方面，他在与

同事、儿子的交流切磋中碰撞出
了不少火花。

一名内画匠人的转型之路

58岁的孙崇宁是徐月柱在博
山美术琉璃厂的老同事，他从小
就喜欢美术，通过自学和拜师学
艺，他年轻时就掌握了一定的绘
画技能。在博山美术琉璃厂就业
后，孙崇宁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广庆为师，开始从事内画工作。

工作之余，孙崇宁报考了原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系统学习了
中国传统人物白描技法、工笔重
彩人物技法，自修了中国绘画史
等学科，虚心向前辈学习传统人
物、造型等各方面的知识。就这
样，他逐渐成了内画行家。

在孙崇宁的工作室里，记者
见到了他的内画代表作之一《百
子图》，画的是在一个中式园林里
的100个孩童。在高18厘米、宽
10厘米的琉璃瓶内壁上，100个
孩童的衣着、体型、面容、动作各
不相同，有的在斗蛐蛐，有的在放
风筝，有的在玩灯笼，千姿百态，
令人称奇。

“这件作品我画了一个半月，

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件作品。”孙崇
宁说，2003年博山美术琉璃厂破
产改制后，他开办了个人的工作
室，继续从事内画鼻烟壶的制作
和销售。此后，随着大量从业者
涌入市场，内画鼻烟壶的销售经
历了一段时间的无序竞争，市场
一度陷入低迷。

此时，孙崇宁开始考虑创新
和转型的问题。2008年，他加入
了老同事徐月柱的工作室，两人
经过长时间交流、切磋，最终碰撞
出了“内画+墨彩”的大胆创意。

“这种工艺可以说是内画和
墨彩相互成全，两种工艺的美可
以在一件作品上一起呈现，而且
相得益彰。”孙崇宁指着展柜里的
一件作品说，琉璃中的墨彩经过
高温热成型后呈现出千变万化的
色彩和图案，有的像山峦，有的像
彩云，有的像尽染的层林。琉璃
瓶制作完成后，他根据这些色彩
和图案创作内画，最终使其成为
一件完整的作品。

除此之外，孙崇宁近两年还
创作了大量的琉璃雕刻作品，其
中以柿子为主题的《事事如意》鸡
油黄琉璃瓶最为经典。

琉璃世家走出的文创先锋

作为琉璃大师的孩子，徐磊
并没有完全继承父亲徐月柱的衣
钵。他大学学的是商务管理专
业，看似与琉璃毫无关联，却最终

“毫不意外”地进入了琉璃这一
行。与父辈不同的是，徐磊把手
里的琉璃玩出了更多新花样。

徐磊的琉璃事业不像父亲那
样是从车间里打磨出来的，而是
从终端市场的销售起步的。在大
学期间，徐磊已经开始尝试着做
生意。因为所学专业的原因，大
学毕业前，他参与了北京一场展
会的策展。在展会上，他第一次
对“文创产品”有了直观的认识。

也是在这次展会上，徐磊从
博山带去的琉璃制品引起了很多
人的兴趣，成了展会上的畅销商
品。看着那些积压许久的琉璃花
球销售一空，徐磊的创业目标逐
渐清晰起来。

2010年，徐磊以“巧炉匠”为
名，注册成立了一家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专门从事设计、制作与琉
璃相关的文创产品。

徐磊设计的第一个爆款琉璃
作品，是2014年青岛世界园艺博
览会上的《耐冬》。耐冬是青岛的
市花，琉璃是传统的手工艺制品，
好看、便携、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
涵，徐磊在设计时就觉得它会火。
当他把这件作品带到世园会上
时，一千多件《耐冬》很快销售一
空。他赶紧下订单、补货，最终卖
出去了一万多个。在徐磊看来，
没有过时的技艺，只有过时的眼
光，只有跟上消费者的审美步伐、
顺应市场需求，才能赢得市场。

2020年底，在一次室内装饰
设计招标中，父子俩创作的琉璃
壁画《国风祥云》最终夺标，成为
齐盛国际宾馆贵宾楼的一大看
点。在室外琉璃景观方面，父子
俩创作的《倦鸟归巢》成为红叶柿
岩琉璃公园的标志性景观。在
2021年第一届“齐品·淄博”城市
礼物创意设计大赛上，徐磊设计
的作品《海岱齐风》获得二等奖。

如今，徐磊已经把目光瞄准
了更年轻的群体，琉璃潮流玩具
的设计制作已经开始。从家居日
用到城市伴手礼，再到琉璃潮玩，
徐磊的琉璃文创之路越走越远、
越走越宽。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马景阳 韩凯

用创新和文化擦亮城市名片
徐月柱琉璃艺术馆里的传承与发展

徐月柱的部分琉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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