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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9国道王村镇路
段，有一片不起眼的村落，如
果不注意，李家疃——— 这个
古村落还真的很容易错过。
置身在有着二百余年历史的
明清古建筑群中，推开一扇
扇斑驳的木门，踏过长满青
苔的地砖，感受着青街石板
小巷上一排排老宅散发着的
厚重历史气息。门楼、花纹

图案的建筑
特色，百年
的老树和荒
草并存，房
檐上刻着栩
栩如生的飞
禽走兽、神
话传说、人
物花鸟，工
艺粗犷又不
失细腻，与
百年古宅相
得益彰。有
的老宅的门
锁锈得几乎
要 打 不 开

了，两侧的窗子还保留古时

的风韵，屋顶的铺砖方式和
屋内大梁的建筑方式和用料
很是吸引人的目光。历经岁
月沧桑的青石板路，早已被
磨得锃锃发亮。从家家门外
的上马石、拴马桩上，依然可
以窥见当时村子的繁华。

历史文化名村李家疃位
于淄博市最西端，坐落在周
村区王村镇西南豹山脚下，
309国道从村北穿过，西与
济南章丘接壤，有济南趵突
泉、章丘百脉泉，东距周村城
区18公里，有周村古商城、
齐都博物馆等旅游资源，区
位优越，交通便利。

李家疃以中心大街为
界，西部为明清古建筑群，东
部为现代居住建筑。古建筑
群于1810年开始形成规模，
规划设计以山西建筑特色为
主，采纳江南风格，规划宏
伟，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四
门不对，犬牙交错，最具代表
性的是王氏家族兴盛时期规
划建设的王家大庄园，占地
4万平方米。以东西大街、

南北大街为轴线，构成品字
形三大宅区，主要古建筑有
九门一庄，现存明清时期房
屋300余间；主要传统街巷
有南门街、北门街、西门街、
东门街、牌坊街、当铺街等；
此外还有围子墙、城门、牌坊
遗迹、牌坊残石、门前上马
石、旗杆座子等众多历史
遗迹。

李家疃明清古建筑群集
古楼、古屋、古巷、古井于一
体，布局集中、风貌独特、保
存完整，是明清传统民居建
筑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
建筑史学价值和显著的地方
特色，对研究地域历史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让外面的人们更好
地了解这些承载着从前村民
生活痕迹的老院子、老房子、
老巷子，李家疃村很是下了
一番功夫。他们修建了乡村
记忆馆，硬化了道路，制作了
导游指示牌，新与旧，融和一
体，虽然整个村庄焕然一新，
却没有太多的违和感。

在这里，你可以根据导
游指示牌详细了解王氏家族
以及每座院落的历史，也可
以忽略一切介绍资料在胡同
里信步漫游，修整之后的古
村落给人特别贴心的感觉。

这些老院子老房子是一
种念想，别说曾经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就是在这里游玩
的外乡人，走进李家疃村，也
觉得非常亲切，它唤醒了人
们心中的乡村记忆，这是不
是许多喜欢到古村游玩的人
都有的一种感觉呢？

摸着斑驳泛黄的老墙，
望着屹立风中檐角的瑞兽，
手指穿过光滑的拴马石，去
感受那沉淀下来的历史的味
道，那一刻这片建筑也有了
生命，让人触摸到了它的呼
吸，闭上眼睛，仿佛还能看到
多少年前这里迎来送往的热
闹景象……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杨峰 通讯员
尹强

当手指滑过拴马石
你穿越了吗

昆仑陶瓷文化艺术也有“大熊猫”

在1954文创园内，昆仑陶瓷艺人
正在用传统的柴烧工艺烧制陶瓷。

游客在李家疃古村欣
赏明清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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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过大年·探乡

想象一下，或手捧鲁青
瓷漫步于
1954陶瓷
文化创意
产业园；或
行走在大
山深处有

“天上的村
落”之称的
牛记庵；或
深入探索
有着数百
年历史的
洄 村 古
楼……踏
入昆仑镇，
就踏入了
一场独具
人文情怀

的历史之行、陶瓷之旅。
昆仑镇位于淄博市淄川

区南部，他的陶瓷制造历史

可以追溯至唐代，到宋代更
是鼎盛一时，有“宋代官窑在
昆仑、当代国瓷在淄博”的美
誉，是全省首批古瓷窑遗址
重点保护地，陶瓷烧制技艺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昆仑镇
的日用陶瓷产业进入兴盛
期，先后获得全国陶瓷名镇、
山东省陶瓷工艺产业基地等
称号。昆仑镇的鲁青瓷刻瓷
文具获得我国陶瓷艺术品在
世界上的第一枚金牌，是名
符其实的“中华第一青瓷”。

昆仑镇现有陶瓷生产企
业52家，年产值达21亿元。
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瓷
艺术大师就达5人，省级大师
达到21人，而从事陶瓷艺术
创作的能工巧匠更是超过了
6000人……这个有着古老

历史的古镇，成为一座汇聚
陶艺大师的人才宝库。

“把大自然赐予的材料
通过心与手的塑造、浴火的
涅槃，最终变成陶瓷。”在火
与土的对话中，身着中式服
装的王一君神情专注，对细
节精益求精，把对人生的感
悟融入作品中，用极近完美
的技艺赋予每一件陶瓷作品
以生命，让陶瓷开口讲话。

“到了我们这代人手上，
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代
同行？以工匠精神把传统工
艺往前推一把，这才起到了
我们这代人的作用。”王一君
认为，陶瓷行业要在传统文
化的积淀下与时俱进，让传
统技艺闪闪发光，在这其中，
对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
掘和解读、传统工艺的改良、
新材料的应用、地域元素的

融入、功能的延伸拓展都是
与时俱进的表现。

王一君的话，可以看做
昆仑镇陶瓷从业者们对这一
行业的极致追求。

“我们昆仑的鲁青瓷是
‘君子瓷’，是‘陶瓷文化艺术
中的大熊猫’，堪称‘国宝’。”
刘永强是鲁青瓷刻瓷创作的
领军人物之一，为了突出鲁
青瓷的特点，他首开用自己
烧制的鲁青瓷作为模件进行
刻瓷创作的先河。

昆仑镇生产的鲁青瓷有
着翡翠般青绿、琉璃般光滑、
琥珀般高贵，尤其是上品青
瓷，更加轻盈纯净。所谓“十
窑一珍”，可以看出鲁青瓷佳
品的稀有和珍贵。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波 通讯员 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