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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刘培国
博山是中国琉璃之乡，

是中国琉璃发祥地之一。宋
元时期，博山陶瓷、琉璃制造
集中在大街一带，后来琉璃
制造规模扩大，众多琉璃作
坊迁往西冶街，形成琉璃制
造大片区，西冶街遂有“闹龙
街”传说。老旧西冶街不复
存在以后，西冶工坊继承沿
袭了西冶琉璃文化内涵，重
新确立了当代琉璃制造的一
个标志性存在。西冶琉璃艺
术，既有鲜明的民族文化遗
存，又有来自古代丝绸之路
的文化交融，创作一组丝绸
之路主题的琉璃艺术作品，
成为西冶工坊董事长李志刚
的一大创意。创意聚焦在大
漠驼队系列，用博山琉璃热
成型、热雕塑工艺来完成。

一

李志刚的创意，在刘持
君大师的手上得到了圆满的
实现。

刘持君，1980年出生，山
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美国玻
璃艺术协会会员。从事琉璃
制作20余年，擅长琉璃吹制
及热成型。刘持君已经成为
西冶工坊最具实力的琉璃艺
术家之一。

2022年3月4日，笔者现
场观赏了刘持君琉璃骆驼制
作的全部过程，征得主创团
队同意，将工艺流程披露于
下，以飨读者。

刘持君创作的琉璃骆驼
较为具象，采用了传统与现
代相结合的手法完成。由于
琉璃骆驼的体量较大，不能
一次完成，只好依次制作出
骆驼的头部、尾巴、躯干、腿
部等局部，放入保温炉中等
待，最后进行热拼接。

琉璃是中国古代沿袭下
来的对玻璃的叫法，实际上
指的就是玻璃。玻璃或琉璃
的起源是个很重大的学术问
题，争议也很大。学术界认
为，中国在公元前1500年左
右出现了釉砂。通常认为是
从地中海沿岸通过北方草原
比如天山北麓前丝绸之路一
路传播到中原，出土文物在
色彩和形制上带有显著的埃
及风格。中原地区很有可能
是古埃及以外，世界上又一
个釉砂和古玻璃生产制造中

心。不同点是玻璃性质有所
差异，古埃及玻璃属于钠钙
玻璃系统，中原玻璃属于铅
钡玻璃系统。到了春秋时
期，越王勾践剑镶嵌的蓝色
玻璃，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
玻璃制品，或者还有稍早些
的。淄博属于齐国故都，临
淄区商王村1号战国墓出土
有一颗蓝绿色铅钡琉璃珠，
不能否定属于齐国故地生
产。没有疑问的是，经过多
年的交流融合，中原的铅钡
玻璃系统也逐渐演变为钠钙
玻璃系统，直到延续至今。

真正把琉璃的性质、配
方、品类、制造技术交代清楚
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孙廷铨。
孙廷铨出身博山琉璃世家，
家族产业就是代表明朝宫廷
管理地方玻璃制造以供取用
的，隶“内官监”。孙廷铨通
过科举入仕，康熙时期成为
三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
一度成为康熙皇帝的老师，
归里以后致力著书立说，完
成了《颜山杂记》一书，其中
《琉璃》篇成为中国古代第一
部玻璃工艺学专著———“琉
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
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
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
丹铅则不精，三合而后生。”

二

制作一匹琉璃骆驼，经过
六道大工序，而每一道工序又
有数道小工序组成。每道工
序都要琉璃料400到1200度
之间操作。一匹骆驼需要取6
层料，分别是水晶、水晶、水
晶、瓷白、茶晶、水晶。其中水
晶取自池炉，茶晶、瓷白取自
坩埚。刘持君在使用各种通
常必用的钳、剪、刀等塑形工
具外，还专门制作了这次骆驼
烧制中钻石钳、撑杆等专用
工具。

我们先来看骆驼头部的
制作。

吹杆去残料。吹杆也叫
吹筒，是古老吹制工艺的基
本工具，这里的吹杆是一根
空心金属管，有粗细之别，须
由制作的琉璃体量大小来选
择匹配的吹杆。吹杆末端会
残存些许残料，需要清除干
净。然后预热吹杆。琉璃最
惧怕冷热相激，工具和琉璃
大体需要在一个温度范围。

用吹杆在池炉中蘸取水
晶琉璃基料，旋转吹杆，使水
晶料在吹杆末端保持稳定姿
态冷却，冷却到一定程度再
回池炉第二次蘸取水晶，再
旋转冷却，再蘸取，这样反复
三次，意味着基料蘸取完成。
可见，制作较大器物时，一次
蘸取物料是不足的。

持蘸有水晶的吹杆去坩
埚炉蘸取瓷白，完整包裹水
晶基料，回到工作台，让其自
然冷却，不用任何工具施加
动作，以免带入杂质。瓷白
冷却至合适温度，回到坩埚
炉蘸取茶晶，用茶晶把瓷白
包裹均匀，回工作台冷却。
同时碾搓吹杆使其瓷白在加
水托起的一沓报纸上塑形成
圆柱状。博山把报纸用于琉
璃成型很早，但只是贴在模
具内壁上使用，做出的货十
分光泽。1971年，为技术援
助马耳他，中国政府委派大
连玻璃厂和美术琉璃厂共同
组团，两厂技术人员在博山
交流培训，大连工匠把报纸
揉搓琉璃塑形传授到了博
山，这个工艺遂被博山技工
所掌握。用报纸为琉璃塑
形，一是报纸遇高温易碳化，
不会在琉璃上遗留杂质；二
是加水的报纸具有隔热作
用，利于工匠操作；三是由于
印刷油墨含铅的缘故，用报
纸 搓 出 的 琉 璃 器 物 光 泽
莹润。

三

不论新疆或中原，古代
玻璃制品大量出土，但玻璃
制造场所的出土不多见。直
到1982年11月博山大街玻璃
遗址的发现，确立了博山是
明清两代玻璃制造中心和集
散地的地位。故宫博物院和
省市文物部门考古挖掘出大
型玻璃炉遗址1座、小型玻璃
炉遗址21座，而且相当密集，
属于元末明初玻璃窑炉遗
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
国最早的古代玻璃制造遗
址。如此大的规模，不是短
时间内形成的，起码也要有
数百年的积累，元代不足一
百年，翻过元代就是宋代、唐
代，抛开大量的民间传说不
算，我们期待能够继续有更
古 老 的 玻 璃 窑 炉 遗 址 被
发现。

最后一次蘸取水晶。力
求包裹均匀，液态中剪掉多
余的料，开始用板钳、葫芦钳
塑形骆驼头部大体轮廓。

塑形至琉璃失去柔性
时，回熘货炉加温，时间长短
依经验确定。回工作台用板
钳塑形骆驼下巴、鼻梁。移
至喷枪处局部加热使其回
软，按压下巴，把口型塑造出
来，使用小刀隆起鼻梁。用
喷枪回软，近似灯工技艺，也
可以理解为放大了的灯工，
原理是一样的。

回熘货炉加热。频繁加
热是为了使器物保持在六七
百度以上，低于400度将有炸
裂危险。这个400度指望经
验目测确定。加热后回工作
台整出骆驼眉骨、塑形眼珠、
扩出眼角等细部特征。

琉璃也有记忆，回炉加温
的过程中这些细部刻画会逆
转还原，需要不断给予强调。
满意以后粘在另一支吹杆上，
从第一支吹杆上敲下来，上喷
枪加热骆驼头颈缺口处，呈凹
形，以备与主体衔接，置入500
度恒温箱保存。至此，骆驼头
部制作完成。接下来是尾巴。
用同样的方法抻出尾巴和尾
巴末端，放入保温炉中保温
待用。

然后制作骆驼躯干。制
作骆驼躯干需要使用更粗的
吹杆。预热吹杆，重新蘸取
水晶料，工位塑形至规整，吹
气成泡，旋转吹杆让壁厚均
匀一致。二次蘸取水晶，再
吹气，蘸水晶，吹气，蘸瓷白，
蘸茶晶，蘸水晶。搓出骆驼
肚子，此时可见骆驼躯体出
现隐形纹络，瓷白与茶晶参
差交织所致，甚美观。

此时吹杆最前端是骆驼
后臀、后腿，近吹杆处是骆驼
脖颈、前腿，用钳子揪出前
腿、后腿各一条，不断回熘货
炉加热，给肚子整形，两条腿
剪开成为四条腿，用喷枪加
热，拽出腿的形状，以钻石剪
刀塑形腿关节。回熘货炉加
温，喷枪局部加温，塑形小
腿、蹄子、趾瓣。这些地方要
塑得巧妙逼真，需要一定的
解剖学知识和美术基础。为
了把骆驼做得逼真，观察骆
驼实物是刘持君绕不过去的
功课。嘴部特征、脖颈的弧
度、双峰的位置、腿部的骨感
以至蹄瓣，都有细致的观摩
和记忆。

□ 张修东
作家刘亮程说：“人四处

奔走时季节经过了村庄。”季
节，从远古走来，人和大地上
的万千生物一样奔走呼号，
静听沉默。季节经过城市、
村庄、河流、山川，万物只有
适应的份儿。

春芽夏花秋果冬根，季
节沿着这条亘古不变的路，
没日没夜地奔忙。春分过
后，楼下的紫叶李、桃树、紫
荆有了花骨朵，那是寒冬过
后花树们的欣喜，是历经三
季期待后的表白。采暖期过
后，来一段倒春寒，似乎是季
节的应有之义。

一个季节的归处正是下
一个季节的开启。循环往复
的结局，便是一个轮回接着
一个轮回。没有一个冬天不
能跨越，没有一个暖春不会
到来。那随着季节更替肆虐
的新冠疫情呢？肯定会淡出
人们的视线！淄博，不就正
在重启一个值得赞美的春
景吗！

春日的早晨，几声鸟鸣
将我唤醒，路旁多了一层新
绿，楼下的花树多了静待绽
放的花儿。季节的分量，不
可抵挡。

季节的分量

有些路
要一个人走

□ 马德
哪怕你成功过，也不要

总是把你的经验强加给别
人，因为别人未必能成功；即
使你失败过，也不要总是拿
失败的教训去阻拦别人，因
为别人未必会失败。一切都
是发展变化的，会因人而异。

一帆风顺的人生是可遇
不可求的，人生中遇到些失
误，不要紧，你可以在失误中
获得成长。

有些路，别人很难帮你，
你必须一个人走。

有的人生，一辈子都是
别人给安排好的。这样的人
生可能轻松易行，但也会有
所欠缺，其中的苦与痛，只有
当事人自己知道。

人生的路，还是自己放
手去闯荡吧。一个人的成
熟，就是最终明白：你必须学
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西冶手造，致敬“一带一路”
——— 刘持君大师琉璃骆驼技艺解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