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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中沉淀出的工匠精神

“博山是全国唯一的‘中华陶
琉名城’，也是中国琉璃之乡、全
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陶瓷和琉璃
双重元素的城市。”今年9月24
日，在颜神古镇开园仪式上，博山
区委书记路德芝这样说。

走进博山，你会发现这座小
城已经深深打上了陶琉的烙印。
琉璃园里，400多年历史的炉神
庙代表着陶琉产业衍生出的民间
信仰；博山陶瓷琉璃艺术中心里，
新老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埋头创
作；以琉璃文化元素为主题的人
立大厦，匠心独具，一步一景；陶
琉大观园里，从物美价廉的陶琉
摆件，到价格高昂的名贵色料，应
有尽有。

陶瓷和琉璃，既是一代代博
山人吃饭的手艺，也是他们表达
美的手段。要想把这碗饭端得
牢，把这种手段用得顺，都需要长
时间的实践，更需能静得下、稳得
住的工匠精神。耐得住寂寞，这
是博山陶琉艺人普遍具备的优秀
素质。

比如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胡
建昌，相比滔滔不绝地分享自己
的艺术见地，他更善于在静寂中
发掘美、创造美。从最早在陶瓷
企业画杯盖，到后来自己闯市场，
再到如今开设工作室，在亲历了
博山陶琉文创产业的起起落落
后，胡建昌始终稳坐钓鱼台。

洗尽铅华，沉静如水，撇掉表
面的浮躁，最后沉淀下来的就是
博山陶琉艺人的工匠精神。就像
胡建昌的作品那样，从鲁花釉刻
瓷、博山琉璃錾刻，到陶艺烧造、
陶瓷钢笔画，一路走来，始终如
一，沉稳大气、美轮美奂，给人一
种与世无争而又锋芒毕露的
感觉。

还有非遗传承人阚方乾的琉
璃镌刻，线条、平面看上去是一条
条、一片片，是实的。凑近一看才
发现，全都是一刀刀刻出来的虚
线、点阵，细致精密，一丝不苟。
无论是植物、人物还是山水，明快
的刀法看上去层次分明、细节丰
富。在他的作品中，传统的绘画
笔法被转换为精妙的刀法，中国
传统美学中的虚中有实、虚实相
生、以虚胜实的特色被体现得淋
漓尽致，令人叫绝。

这种工匠精神赋予了作品独
特的魅力，使其摆脱了时间的牵
绊。就像陈年的老酒，越品越有
味。在博山，随便走进一家大师
工作室，像这样能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作品，如满天繁星，数不
胜数。

老手艺，既要能守得住，更要
能传得下。曾经有一段时间，因
为市场很不景气，博山的陶琉文
创产业人才断档严重，很多来自
陶琉世家的年轻人放弃了祖辈传
下来的手艺，转投其他行业或者
外出打拼。最近这两年，随着大

环境的改善，这种情况出现了可
喜的转变。

在博山，“陶二代”“琉二代”
早已成为行业的生力军。周冠承
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第四代雨
点釉技艺传承人；出身陶瓷世家
的周虹从国外学成归来，投身陶
瓷工艺美术事业；作为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李慧同的女儿，李韶玥
成为鲁派内画第五代传承人；

“90后”任东夏大学毕业后回家
创业，成为博山窑陶瓷雕塑的第
三代传承人……

在创新中开辟出的广阔天地

“市场好了，大家能把更多精
力用在创作上。艺术家都在用心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想把自己
的想法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对于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胡建昌给
出了三个方面的观察：一是生活
水平提高，人们对艺术品的消费
需求越来越旺盛；二是博山的文
旅产业快速发展，政府对陶琉文
化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大；三是文
创企业和艺术家的合作越来越密
切，从文化创意到热销产品的转
化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准。

正如胡建昌所说，这种可喜
的变化是相互作用的，这也就意
味着博山的陶琉文创产业已进入
一种良性循环。环境好了，艺术
家们不约而同地在创新上寻求突
破。比如今年在博山陶瓷彩绘领
域出现的“钢笔画风”，就是一次
艺术家们的集体创新实践，钢笔
画成为一种新的陶瓷绘画技法。

除了技法上的创新，材料上
的创新也在涌现。

在位于博山区山头街道陶琉
艺术大师村的徐月柱大师工作室
三楼展厅里，一种名为“金丝鸡血
红”的新型琉璃色料由中国玻璃
(琉璃)艺术大师徐月柱和他的儿
子徐磊共同研制，那种低调的奢
华感恰好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产
品一经推出就受到追捧。

“鸡油黄是博山琉璃名贵色
料的代表，但现在能做鸡油黄的
工作室比较多，为了突显自己的
特色，我们在尝试了很多方法后
研制了这种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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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代人经常能碰撞出火花。

作为大师的儿子，徐磊虽未
完全继承父亲的高超琉璃制作技
艺，但他把自己所学的商务管理
专业和琉璃有机结合，在设计和
营销方面，把这门老手艺玩出了
新花样。

徐磊对市场有着敏锐的观
察，在大学期间就尝试着做生意、
参与展会的策展。在外地举办的
一次展会上，徐磊突发奇想把一
批博山工厂积压的琉璃花球带去
售卖，没想到颇受欢迎，很快销售
一空。这件事让徐磊很受启发，
他意识到，只要找准市场，博山人
司空见惯的琉璃一样能成为
爆款。

2010年，徐磊注册成立了一

家文化创意公司，专门从事琉璃
文创产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
2014年，徐磊和他的团队针对青
岛世界园艺博览会设计了一款琉
璃摆件，仅几天时间就卖出一万
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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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磊看来，在传承好老手
艺的同时，博山琉璃要在创新和
创意上多下功夫。

众人拾柴火焰高。近年来，
越来越多大师与陶琉企业展开合
作。前者善于创意和设计，后者
善于对接市场，从国礼到城市景
观，这种艺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
让博山的陶琉越来越频繁地走进
了城市的地标建筑，走进了国宴
大厅，走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走上了国家最高规格外交场合。

无论是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设计制作“岱青海蓝”“海韵如意”
等文创产品，还是琉璃壁画“国风
祥云”入驻齐盛国际宾馆贵宾楼，
博山的陶琉早已走下博古架，走
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从摆着
看、可收藏的工艺品，到实用性和
艺术性兼具的文创产品，再到迎
合年轻人时尚需求的陶琉潮流玩
具，博山陶琉产业的第二战场、第
三战场早已风生水起。

人才回流助力产业振兴

历史上的博山，曾经因为发
达的工商业而衍生出了繁荣的文
化。进入近现代后，大量的工矿
企业聚集于此，又使得这里的文
化氛围变得格外浓厚。后来随着
资源的枯竭、经济重心的转移，大
量的博山人才外流，这其中也包
括一些陶琉界的能工巧匠。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美
术师岳孝清就是其中一位。

从业40多年的岳孝清，长期
致力于国家最高规格用瓷的设
计。出生于博山的他，年轻时在
博山就业，后来随企业搬迁离开
博山。2020年退休后，他经常到
外地参访交流，有的地方极力挽
留他，但他难舍故土，于今年夏天
回到博山设立传习工作室和艺
术馆。

近日，再次见到岳孝清时，他
正系着围裙在工作室里搞创作。

“我搞了一辈子的陶瓷艺术设计，
在这方面还能给家乡作点贡献。
博山的创作环境、市场环境越来
越好，还有像焦总这样的一批人，
一直在为博山的陶琉产业培养人
才、搭建平台、开拓市场。”

岳孝清所说的焦总是淄博人
立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人立文创”）董事长焦新。
2013年，在博山区委区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在外闯荡多年的焦新
回到博山，在原省陶瓷公司旧址
上打造了人立琉璃艺术馆，馆内
收藏了50位省级以上琉璃艺术
大师的内画、灯工、古琉璃等不同
品类的3000余件经典之作。

人立文创整合行业资源，吸

纳众多艺术家入驻并开展合作，
以博山为设计生产基地，在多个
大城市建立展厅和销售渠道，逐
渐打出了博山陶琉的名气，打通
了销路。2015年，人立文创登陆
新三板，成为国内首家陶琉文创
行业新三板挂牌企业。2016年，
人立文创建成了以琉璃为主题的
人立大厦，提供陶琉人才孵化、住
宿餐饮、观光购物等服务，成为博
山的地标性建筑。如今的人立文
创，已经发展成集文化创意、陶琉
体验、旅游购物、休闲娱乐、餐饮
住宿等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
集群。

近年来，在人立文创的帮助
下，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克
昌、中国玻璃(琉璃)艺术大师徐
月柱、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丁邦海、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岳孝清等，十
多位艺术家回到博山创办工作
室、艺术馆。这些人才的回归，无
疑为博山的陶琉文创产业又添了
一把火。

博山区陶瓷琉璃行业服务中
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博山区
共有省级以上陶琉艺术大师123
名，另有全国技术能手3人、中国
轻工“大国工匠”2人、山东省(齐
鲁）首席技师15人、省轻工行业
首席技师37人、省轻工系统首席
技师10人、山东省技术能手4人
等各类专业人才100余人。

近年来，博山区坚持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推动文化创意融入
陶琉产品设计，突出特色和品质；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了一批
品牌影响力大、市场竞争力强、综
合效益好的骨干龙头企业；支持
企业与高校建立实践实训基地，
打造了一批陶琉创新产品，助力
产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博山区紧紧围绕展会、宣传、人才
等方面搭建平台，实施陶琉人才
培育计划，组织陶琉行业创新设
计专题培训，组织从业人员申报
各类荣誉；积极探索“陶琉+旅
游”“陶琉+电商”“陶琉+学研”等
多元发展路径，做好融合文章。

在今年7月公布的第八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获评人员名单
中，山东省共有3人，其中包括博
山的孙云毅、李慧同。此外，还有
昃秀花获评齐鲁大工匠，田纪友
获评齐鲁工匠，文静、宋苗获评齐
鲁巾帼工匠，黄得利、周清君获评
淄博工匠，李洪梅、高静获评淄博
巾帼工匠。另有59人获评淄博
市工艺美术大师，获评人数位居
淄博市第一。

“陶琉是博山的名片，也是淄
博市、山东省的名片，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双
创’的大背景下，相信博山的陶琉
文创产业大有可为。”博山区陶瓷
琉璃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波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马景阳 韩凯

这座小城靠什么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我我们们到到了了博博山山县县，，或或者者说说烟烟囱囱镇镇，，这这是是我我在在中中

国国见见过过的的最最大大的的工工业业城城镇镇…………””110000多多年年前前，，博博山山工工
业业的的繁繁荣荣景景象象被被留留在在德德国国人人李李希希霍霍芬芬的的日日记记里里。。那那
时时的的博博山山，，煤煤炭炭、、陶陶瓷瓷和和琉琉璃璃是是工工业业的的三三大大支支柱柱。。时时
至至今今日日，，陶陶琉琉产产业业依依然然是是博博山山工工业业版版图图中中的的重重要要
一一块块。。

曾曾经经是是老老博博山山经经济济支支柱柱的的陶陶瓷瓷和和琉琉璃璃，，现现在在是是
博博山山甚甚至至是是淄淄博博和和山山东东璀璀璨璨的的文文化化，，是是迅迅速速发发展展壮壮
大大的的文文化化产产业业。。凭凭借借着着精精益益求求精精、、耐耐得得住住寂寂寞寞的的工工
匠匠精精神神，，依依仗仗着着面面向向市市场场、、与与时时俱俱进进的的创创新新精精神神，，传传
承承千千年年的的陶陶瓷瓷和和琉琉璃璃技技艺艺在在博博山山焕焕发发新新生生。。

胡建昌和他的刻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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