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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诗意
邂逅“未来式”生活

瓷音悠然、窑火斑斓，走进
护改开发后的古镇，余温尚存
的古窑口，光泽如玉的琉璃，精
美雅致的陶瓷……一砖一瓦尽
是窑火匠心，一叶一木皆能将
你带到那个陶琉工业繁荣的火
红年代。

细细咂摸品味，你会发现，
颜神古镇在古老遗存和崭新业
态相映衬之下形成的反差感，
竟是那么顺畅自然。

“尊重现有陶瓷和琉璃文
化及工业遗留的建筑环境，整
个颜神古镇的配套档次绝对不
能太通俗。”淄博朗乡古窑村旅
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
亚明在谈到颜神古镇的发展时
自有见地。

颜神古镇的前身，主体是
破败的古窑村，早年因地制宜
地将陶瓷辅材用于建筑之上，
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街巷与建筑
风情。为了完美地保留这一
点，颜神古镇无论是植入现代
休闲业态，还是融遗迹观赏、旅
游度假、当地文化体验、团建研
学、艺术创作与展览等于一体，
李亚明团队都一直在小心翼翼
地进行保护改造。

可以看到，古镇里的酒店
与民宿不只是住宿的地方，更
能让游客体验当地的传统文
化，每间民宿都有不同的主题
和氛围，在怀旧风情的匣钵民
居和现代度假生活并存的空间
中，游客可以惬意地享受一段
度假时光。

靠近颜神古镇入口，度假
酒店溪园古今映照，它由英国

“未来建筑奖”首位中国得主郑
炘设计。

“在充满人文与艺术气息
的颜神古镇中，3座建于不同年
代的圆窑成为时间和空间的线
索，通过当代建筑的退让与围
合，形成了3个不同风情的叙事
空间，起承转合，步移景易，为
游客带来独特的度假体验。”从
米兰归来的张雪向记者介绍，
颜神古镇也在不断探索未来生
活方式，在当代与传统之间找

到了灵感的最佳契合点，为向
往诗意生活的旅人增添了一处
最佳目的地。

在古镇闲逛，去咖啡馆、酒
吧享受不同的乐趣，在转角邂
逅惊喜，亲手打造一件陶琉饰
品。对于喜欢分享的达人们而
言，既古老又时尚的颜神古镇，
是分分钟出大片的地方。对于
恋人而言，浪漫也自不必说。

当然，食物亦是颜神古镇
乐趣的一部分。作为久负盛名
的鲁菜发源地，博山有着深厚
的传统饮食文化。古镇中的美
食兼容并蓄，既有从南方过来
的闽菜厨师，也有做博山菜经
验丰富的本地厨师，无论游客
的口味如何，都能在这里畅享
极致的美味。

“下一步我们还会引入咖
啡机器人，将提高颜神古镇整
个空间的舒适度。”据李亚明介
绍，这背后实为一场跨界合作，
电科北方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和淄博朗乡古窑村旅
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初步达成
了引进智能双臂拉花咖啡机器
人到古镇的合作意愿。

新旧交融 古镇重生

自2020年至今，张雪已经
在颜神古镇专注于商业运营近
两载时光，在这说长不长说短
不短的时间里，颜神古镇已经
蝶变成了“文旅新星”。

如果说古老工业遗存和丰
裕文脉传统撑起了颜神古镇的
实力和潜力，那么，在时代浪潮
下青春力量的正面担当则是古
镇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陶瓷琉璃，是这里的主角。
见陶琉，辨幕后人，方能更懂颜
神古镇。跟张雪一样，颜神古
镇的背后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不
为外人所知，他们正在为传统
发力发声，不断丰富着颜神古
镇的内涵和形象。

注茶闪金光，清水绽银辉，
映日视之晶莹夺目，银色星点
饱满匀称，好似漆夜之雨落入
水中泛起的水圈花斑，陈列在
颜神古镇的雨点釉，器型端庄
凝重、颜色黑亮鲜明，在众多陶
瓷琉璃艺术展示中独树一帜。

“对于雨点釉的美，并没有
统一的标准，或均匀规则，或杂
乱无序，或饱满，或细小，因不
同人的审美而异。”

而立之年的雨点釉新生代
传人周冠丞将雨点釉历史渊源
和美学特点娓娓道来，继承传
统技艺，吸纳现代技术，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周家祖孙三代对
这点点“银色星光”的执着，终
于研制出了釉色纯正、结晶效
果极佳的雨点釉珍品，让这门
古老的制作技艺在颜神古镇惊
艳四方。

颜神古镇从一去不返的时
光中截留下的传统艺术和手工
艺，体现着工匠精神的延续，更
可贵的是，一批批怀有赤诚之
心的年轻匠人正在勾绘着这里
的未来。

“一绺狼毫之下万象包罗，
一尊白壶中乾坤尽纳”，鲁派内
画鼻烟壶第五代传人李韶月，
用“90后”的力量让世人更多地
了解并喜爱上传统技艺；从巴
黎留学归来的周虹，将国际时
尚色彩元素搭配糅合出灿若霞
光的七彩瓷……这些青春力量
的回归，让这座千年古镇重放
异彩。

“漫步在古镇之中，老一辈
陶琉工匠忙碌的身影似在长长
的隧道窑上浮动，斑驳的匣钵
墙与时尚的咖啡厅，传统的陶
瓷琉璃与正青春的年轻匠人等
等，这些看似冲突的事物构成
了古镇独特的反差之美。”

穿行在颜神古镇之中，绿

苔慢悠悠爬满青石巷，张雪又
淹没在人群中，新与旧，仍在这
里交织融合，焕然重生。

文旅有张力
融合发展向未来

颜神古镇明清古建筑群、
散落的大宅与古窑、怀旧的工
厂，不同的空间诉说着不同的
历史故事。通过局部加入当代
空间感受和空间使用方式，产
生了一种戏剧化的空间对话。
每一个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
的人来到颜神古镇，都能找到
触动内心的理解。

而颜神古镇对传统的注
解，就是为它们创造一个发展
的空间。鸡油黄琉璃、雨点釉、
套料雕刻琉璃、鱼盘、刻瓷、布
头画……琳琅满目的传统艺术
和手工艺在颜神古镇都有一栖
之地，更有“大师村”，在四面八
方游客的记忆和口口相传中，
名动天南海北。

“将博山千百年流传的陶
琉技艺集中起来，形成合力，不
仅让博山陶琉行业登上了史无
前例的高度，更为博山陶琉行
业留下了不灭的火种。”在淄博
市古窑村陶瓷艺术博物馆馆长
周祖国看来，颜神古镇自诞生
便激励滋润着博山陶琉行业的
前进与发展。

背靠颜神古镇，大观园路
上的金鼎祥陶瓷已经在年近六
十的任纪菊手里经营了近二十
载，作为这条路上的“店铺元
老”，她已经尝到了颜神古镇给
博山陶瓷琉璃文化产业带来的

“甜头”。
近年来，博山区始终把保

护放在第一位，推动颜神古镇
历史建筑绿色化更新改造。引
进国内顶尖的设计投资运营团
队，通过专业化、市场化、品牌
化运作，把悠久的历史文化沉
淀下来，把独特的建筑风格保
留下来，彰显出千年古镇的建
筑之美和时代特色。不仅如
此，博山区还注重盘活闲置资
源，规划建设陶瓷琉璃产业园，
聚力打造陶琉产业设计、研发、
生产、展览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在像张雪一样已经回归家
乡的青年力量的眼中，颜神古
镇的文旅发展虽然起步较晚，
但凭借其丰富多元的形态，以
及紧密融合的产业链，定能实
现“后来者居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孙良栋

博山区颜神古镇：

千年古窑燃起别样烟火
静谧、充实、写意，行走在这里，没有商业化古镇的雷同与浮躁，有的只是历史的沉淀和千年古窑的喃喃低语。
淄博市博山区山头镇是闻名遐迩的“陶琉之乡”，一代代博山匠人薪火相传，创造了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陶琉文化。两年

间，在获得英国“未来建筑奖”著名建筑师郑炘教授的精心设计打磨下，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颜神古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闯
入了大众的视野。

颜神古镇中得到护改的“博
山陶瓷厂五车间” 资料照片

颜神古镇中得到保护的古窑
资料照片

颜神古镇内，琉璃匠人向游客展示技艺。
资料照片

护改后的颜神古镇古窑村一角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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