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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随着“宜兴陶”的知
名度逐步提升，宜兴的陶艺活动迅速增
多，各地与宜兴之间的陶艺交流也越发
频繁。1988年，第一届宜兴陶瓷艺术节
在宜兴陶瓷陈列馆举办，在“以陶为媒，以
艺会友，扩大交往，促进发展”的宗旨指导
下，宜兴作为中国的陶都，以充分的自信
与开放的姿态，通过节庆的形式一举打响

“宜陶”品牌，让世界知道数千年宜兴陶瓷
文化的渊源脉动和当代陶艺的传承有序，
向世界昭示宜兴陶瓷产业的复兴。

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4年，宜兴均陶制作技艺被
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在新时代文化潮流的推动下，人
们已不满足只将眼光聚焦于陶都产业兴
盛下的琳琅作品，而逐渐转向其身后别具

地方特色、能够支撑一个行业的陶瓷文化
底蕴。2015年，“宜兴窑系——华夏第一
陶窑系”理论体系提出，对宜兴7000多年
陶文化发展历史中，制陶工艺、技艺传承、
品牌价值及对外影响所表现出的文化思
想、文明成果做出了高度的总结与体现，
这是宜兴历史文化的重要根脉与精髓，也
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和灵魂。

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与世界深度互动
阶段，开放与发展已成为鲜明的时代特
征，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
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综合国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中国陶都，
在历史上曾驰名海外，而如今作为中国
陶文化的代表，凭借独特的优势和厚重的
文化，再一次迎来走出国门、对话世界的新
机遇，如何以陶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陶都将大有可为。

在今后的时间里，陶都宜兴围绕陶瓷
的计划还有很多：在文化层面，将全力推
进宜兴特色陶瓷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深入发掘保护陶瓷遗址、遗迹、遗产，以丁蜀
镇为核心，全面推进古窑址、历史文化街区、
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进而形成完整的陶文
化遗产体系。同时，着力推动宜兴紫砂陶制
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兴窑
（宜兴史迹）”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名单，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而于产
业层面，则在宜兴生态产业园的建设中融入
陶文化元素，持续推进“文旅融合”，打造宜
兴“陶文化”特色城市空间，优化陶瓷产业布
局，助推陶瓷产业升级与多元化发展。如
此，相信在未来，“陶都”一词将会有更新
颖的诠释与更丰富的内涵。 蒋干达

（本文节选自《何为陶都》序，作者系宜
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行业资讯

在丁蜀镇西北角有两座山，一座叫黄
龙山，一座叫青龙山。黄龙山因产黄石而
名，青龙山自然因产青石而名。

相传在遥远的时代，太湖里有一条
花头黄鳝和一只青背老鳖。它们都修炼
成精：一条成了黄龙，一条成了青龙。黄
龙住在南太湖，青龙占着北太湖。它们
都想独霸太湖，于是在太湖里打了起
来。原本碧波万顷的太湖，被它们搅得
天翻地覆，混浊如泥浆。飓风恶浪还冲
毁了太湖沿岸的村庄，百姓受尽灾难。

黄龙和青龙争霸太湖的事情被大禹
王知道了。大禹王带着降魔宝剑，赶到太
湖，制服了两条恶龙，并把它们镇在太湖
边上。后来人们发现这两条恶龙化成了
两座山，一座是黄石山，就叫它黄龙山；一
座是青石山，就叫它青龙山。其实这两座
山都是宝山，人们便利用青龙山上的青石
办起了石灰厂和水泥厂，煅烧石灰和水泥
等建筑材料，造福于一方；又开发利用黄
龙山下的陶土资源，制烧陶器，发展了陶
瓷产业，使丁蜀成为著名的中华陶都。

丁蜀“双龙”的前世传奇

由史俊棠主编、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组织专
家和20余家工业陶骨干企业参与编纂的《宜兴
工业陶》一书，日前出版发行。全书近20万字，
配有早期工业陶企业历史图片及当今结构陶瓷、
耐火材料等代表性品种图片。

《宜兴工业陶》出版发行

近日，“宜窑逸色·五朵金花”陶艺创新作品
展在宜兴市丁蜀镇举行。参展的陶艺作品有国
大师顾绍培、吴鸣、范永良、李守才、邱玉林、徐安
碧以及张荣法领衔的“宜窑逸色”团队成员创新
作品共120件（套），涵盖了宜兴陶艺的“五朵金
花”，展现了宜兴陶瓷艺术根脉传承中的创新及
个性化的多元艺术风格。 阳洋

“逸色·五朵金花”
陶艺创新作品展举行

以陶为媒 对话世界
致敬大师

裴石民（1892—1976），宜兴蜀山人，既能做典雅脱
俗的光素茗壶，又能做千姿百态之花货茶具，擅制仿古紫
砂器，颇负盛名，有“陈鸣远第二”之美誉。

裴石民小时候叫云庆，至7岁念私塾时，由私塾先
生改名德铭。德铭15岁时，即以“学门手艺立家业”为
出发点，拜当时制壶界的好手——自己的姐夫江祖臣为
师。江祖臣要求德铭从基本功练起，特别是要练好他的
一手技艺“狮球浮雕”。小德铭玩性重，对整天练《狮球》
乏味，不肯做花功夫、要求高的茶壶，而喜欢弄小聪明，
拿姐夫家里的壶样，捏个花生、荸荠什么的。但到客商
来验货，验到是德铭做的，客商眉头直皱，丢下这样的
话：“下次还是这样，就不要了。”德铭这才懂得姐夫“活
计做好才有饭吃”这句话的分量。他开始慢慢懂事，用
心记，用心想，用心临摹师傅的作品，并时时自找毛病、
找不足，对做得不好的壶不等师傅摔，自己直接就摔了。

裴石民自上世纪20年代在沪上成名起，以“陈鸣
远第二”盛名远扬。他既可做古意盎然之仿古品，又能
做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瓜果动物。每种茶壶款式至多
只制五六件，少则一至二件，以高雅大方、清秀不俗、形态
各异、款式新颖的风格在紫砂艺苑独树一帜，为紫砂历史
上求新求变、求精求妙、不可多得的能工巧匠之一。

裴石民一生清高，从不谄媚，傲骨处处显精神。抗
战爆发以后，他从上海回到宜兴蜀山，深居简出，坚持陶
艺创作，不与敌伪接触，宁愿挣个糊口钱，也不愿去沪为
日本人仿古挣大洋。一次，有个老客商出重价请裴石民
至沪替他制仿古壶，并骗他说绝对不卖给日本人。裴石
民遂跟客商赶到上海，做客其家准备制壶。不料，一日
与客商家佣人闲聊，得知还是日本人订货。裴石民一脸
怒色，二话不说，连夜告辞。此后，他在抗战期间再也没
有去过上海，也没有做过一次仿古壶，凡壶上落款均是
石民自己的印款，并坚持始终。

1955年春，裴石民参加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专门
从事紫砂器的生产设计工作，并由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技
艺辅导员，成为著名的“紫砂七大老艺人”之一。1958
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成立以后，裴石民创制出传统名壶
《牛盖莲子》《石铫》《圆润》，其作品工整严谨、古朴大方、
神韵有加，成为传统紫砂壶的珍品之作。 荆溪

德高艺精裴石民

紫砂名流

王国祥，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
工艺美术大师，宜兴紫砂收藏鉴赏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景德镇陶瓷大学客
座教授。

王国祥的壶，独具一种特色与魅力，
其以方形为主,兼工圆器。“吉方壶”“宝
方壶”“方舟壶”等代表作品造型典雅、线
条挺括、端庄浑厚，于方正中显精神、朴
雅中见气韵。

与王国祥的徒弟们交流，他们对师
傅最深的印象就是“严肃、严谨、严
格”——无论做人还是做壶，都比较“格
正”。王国祥最爱“方正”二字，“方方正正做
人做壶”是其时时刻刻恪守的座右铭。他
说，紫砂壶是有生命的，而这个生命主要体
现在作品的精、气、神上。我自己比较喜爱
有棱有角、方方正正的方器，尽管与圆器相
比较，制作要复杂一些，而且因为方棱角的
接口处在高温下的受力程度不一样，比较
容易开裂，不过做出来的作品气度大，工

艺上更有挑战性，比较符合自己的性格。
在王国祥的眼中，任何艺术品都应

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意
境。他说，紫砂历百年而传，造型艺术丰
富而多变，不同的壶型也都有着自己独
特的气质。而对爱壶者也是如此，你最
钟情的那款壶往往就是你的气质，换言
之，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壶就体现了你
的气质与心性。

王国祥1970年进宜兴紫砂工艺厂，
师承陈福渊老艺人，并经常得益于壶艺
泰斗顾景舟大师悉心指教。壶艺的道
路，既有山重水复，亦有柳暗花明，尽管
王国祥从艺已有50多个年头了，却依旧
勤恳钻研。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每一件
紫砂作品是他壶艺魅力的诠释与概括。
观其获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
比银奖的“祥和提梁壶”，壶身呈八方形，
八个块面之间的镶接处，角线明朗挺括，
但却藏锋于“浑”；提梁壶把则犹如玉带
横空，似乎在无限地向外伸展，于虚空间
形成的张力，具有气贯长虹之势。整个
壶体方圆相融、宛若天成，就像美玉一样
不留一丝瑕疵。

王国祥大师做的，当然不是一把仅
用来泡茶的壶，而是一件可玩、可品、可
赏的具有精湛技巧、美好情感、深刻内涵
的艺术佳品。 龙亦

王国祥：方方正正做人做壶

陈鸿寿（1768～1822年），杭州人，字子恭，号
曼生。其工诗文、书画、篆刻，为“西泠八家”之一。
善制宜兴紫砂壶，人称其壶为“曼生壶”，创曼生十
八式，是中国第二代紫砂壶大师的领军人物。

此壶造型近似夏日所用之箬笠，壶体由大小
两个半球体叠起，浑然交融，通体流畅，曲线优
美。器型古朴大方，色泽清秀，精含于内，神见于
外。壶身铭文耐人寻味，意为笠能遮荫去暑，茶
能去渴却烦，静抚心灵，孰轻孰重，连佛也不愿明
说。铭文蕴含玄妙哲理，告诫世人珍惜眼前之
物，失之不再，重在惜福。“壶以字贵，字以壶传”，
充满智慧哲理和生活妙趣的隽语慧光，令人感慨
系之，陡然提升了作品的格调和价值，为文人藏
家所钟爱。 宜兴市陈曼生紫砂艺术馆

慧光沁人箬笠壶

珍品鉴赏

陈成，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一级高级技
师，宜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宿迁学院客座教授。

工作室门口的长桌前，端坐着一位女
子。下午的秋阳明亮而温暖，洒满她的全
身，泻下的半边短发越发显得乌黑。戴着一
副老花镜，一手托壶，一手持细竹板，专注地
修饰着壶身，宛如一尊雕塑。

她，就是我们应约来见的陈成老师。
虽然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但聊起做壶，

陈老师的眼睛立即迸发出不一样的光芒：“做
壶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兴趣和快乐！只要坐到
木凳子上，手上握起泥坯，我就什么烦恼都没
有啦。拍打砂泥50年了，就希望哪天我走的
时候，手里还拿着正做着的壶。”

19岁开始学习做壶的陈成，有一股做不
好就绝不罢休的精神。那时，徒工做的壶要
经过质检人员的验收，才可以拿到工分。有
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做好，质检员看了陈
成的壶说：“好敲掉的啦！”看到被敲碎了的
壶，小姑娘忍住眼泪，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出
毛病在哪里，做出无可挑剔的作品来！

多少年来，陈成几乎每天早上6点钟就
开始做壶，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收工。现在年
届七旬了，也至少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有
时做了一整天壶回到家，她心里仍然惦记着
作品的“缺憾”，半夜忍不住起床画样稿、想
细节。儿子看到她屋里还亮着灯，走过来责
怪道：“妈，你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了？从早上
做到夜里，不要命啦！”

作为一位花器名师，陈成专注全手工制
壶，其花器以实物再现见长。灵感来源于自
然，她常常走入山里，看看树、看看花，感受大
自然的生命力，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意，精心
在壶上布局出一幅幅美景，追求那份独有的

“真味”。天道酬勤，她的“供春套具”“寒山钟
声”“大团结”“田野情趣”等作品屡获各类展
览、大赛的金奖，被各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我时常叮嘱陈成要多学习传统文化，
多描摹古人的经典之作，但更多的是要在传
统的基础上做出自我的风格。对于这一点，
我比较欣慰，她不仅按我的指引创作出了一
件件优秀的作品，更是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
格。”何道洪大师的肯定，是对弟子从艺、守
艺数十年的最大褒扬吧。 文秋

陈成：让艺术生命永驻 业界新锐

陶艺大观

宜兴均陶即宜均釉陶器，其深蓝釉色温润纯厚、
朦胧静雅，神奇独到。

堆花（也称贴花）是宜兴均陶的独特装饰技艺，其
发展于唐代，成熟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繁荣发展于近
现代。西晋的堆花装饰以捏塑为主，图案以简单的植
物、线纹为主；唐代的陶瓷堆花装饰，主要用堆塑手法，
图案以堆贴人物、楼阁及龟、鱼、蛇动物之类；宋、元后
期至发展成熟期明代的堆花装饰，则采用了多种手法，
如捏、塑、堆、粘接、挤压、印戳等，图案简洁，以线纹花
卉缠枝形式构图，陶瓷缸体表面呈现较强立体感。

宜兴均陶堆花兴盛期的清代到繁荣发展的近现代，
完全凭借大拇指堆贴技法，画面丰富，装饰以满花为
主。手法既有大写意装饰也有工笔装饰，大写意手法以
拓、撕、行、绕为主，堆贴的画面生动活泼，随意性强；工笔
手法主要采用拓、搓、揿、堆为主，画面规整细腻，层次分
明，呈半浮状，立体感更强。

2014年11月，宜兴均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李守才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轻工”大国工匠、国家
级“非遗”宜兴均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宜兴均陶：大拇指上的“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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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协办：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 江苏省陶瓷艺术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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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兵和他的陶刻作品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讲话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匠心江苏专
刊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工

匠精神”，叫响“宜兴紫砂”“苏派玉

雕”“苏派刺绣”“苏作家具”等江苏

特色文化技艺品牌，将优秀传统技

艺精粹引入当代社会，呈现在每个

故事、人物和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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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老艺人在紫砂厂老工场进行制作（从前
至后：蒋蓉、裴石民、吴云根、王寅春、陈福渊）

程文兵，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宜兴市刀笔书
法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他，拨开历史的烟云，穿越悠久的中华文
明，带着一支久经磨练的刀笔，策马扬鞭，乘风
而来。从此，在钟灵毓秀的陶都宜兴，盛开着一
朵别出机杼的陶艺之花——以刀笔在陶器上再
现古朴凝重、壮阔恢弘之秦汉风貌。

初见程文兵，你会惊诧其羞涩的外表与火热
内心、粗犷个性的巨大反差。炯炯的眼神和睿智的
谈吐，也给人极深的印象。

生于江西九江的程文兵，多年随著名书画
篆刻家陈复澄先生及广东省陶艺大师王增丰先
生学习探索刀笔书画艺术。刀笔刻绘与紫砂陶
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文化的钩
沉与延伸，既古朴凝重又不乏清新幽雅，既浑厚
敦实又不失精细巧妙，这是传统书画和其它刻
绘所无法表达的，也是程文兵钟爱刀笔刻绘的
一个因素。

不啻锤炼娴熟的刀法，程文兵更醉心于文化
内涵的创作表达。秦汉文化是中华悠久文明史
上的一抹重彩，它体现了开放博大、厚重深邃的
历史风韵，而这一点，恰巧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契
合。程文兵的每一件作品，都力呈一个历史断
面。他另觅新枝，走出陶器装饰的窠臼，以鸿博
之势直抵人们的内心世界。细细观摩其创作，会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金石铿锵，一幅金戈
铁马飞沙走石的秦汉画面浮泛脑海，引发观者对
历史文化的深思，对天地生命的敬畏。

以刀代笔、以陶为纸、以刻代画，年轻的程文
兵成功地将“刻”的艺术推向一个古意盎然的全新
境界，并硕果累累：作品“秦汉风韵”荣获2014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博览会百花奖，“心经紫砂盘”
荣获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金奖，“锦
古四方瓶”荣获江苏省陶瓷艺术
大赛金奖，“心经”荣获第七届江
苏省艺博杯大赛金奖……

未来，程文兵的艺术空间更
广阔、更深远。 新力

刀走砂陶琢今古
——记优秀青年陶艺家程文兵

祥和提梁壶 王国祥 制

匠心守艺

圣思桃壶 陈成与陈佩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