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龙泉青瓷有其严格的限定或标准吗？

A：主要是材质和配方的问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龙泉青瓷，其实严格意
义上说指的是一种烧制工艺，而不是制作工艺或者关于龙泉地域的划分。雕塑我们
做不到像德化白瓷那么细腻，我们唯一的优势就在于釉色，烧制难度很高。也就是
说，它的成色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龙泉窑，通俗讲，它是一种单色釉。釉
色本身的色彩也好，或者上头加过一些装饰的色彩也好，龙泉青瓷釉色的原理，就
是含有铁的成分，需要还原的状态、温差和烧制影响釉色的成色。它是偶然出现
的，很不稳定，遂成品率很低。

Q：龙泉青瓷发展到你们这一代，是不是大多数的手艺人都在进行着创新？

A：每个人对创新会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从陶瓷艺术的角度来讲，它具有很强
的包容性，它可以包容任何你觉得美的东西。但是从龙泉青瓷的文脉来讲，它的工
艺具有地域特性，相对局限。就像以前，有官窑、汝窑，也有景德镇的青花。有窑存
在的地方，一定有适合烧瓷的瓷土，瓷土不同，因此会出现不同特点的瓷器。它是
依靠自然资源来进行相应划分的。而在当代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在瓷土上做调
整，例如使用德化或景德镇的瓷土，交融性更广，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如果说到传
承，从设计的角度去讲，它应该包容更多的东西。而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又是另一种
说法。像香炉，从古至今是一个很大的瓷器类别，而不同时期的作品，从造型和使用
功能上会有诸多不同，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创新，它既有传承，一脉相承的内在，又会
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化，因为现代人点香的方式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因此需要
改变香炉的造型和使用功能。这是我所认为的创新模式。也有人觉得，创新就该是
天马行空，于是就改变了龙泉瓷它本身的一种固定状态。这不是我想要的创新。任
何可以创新，可以设计的东西，它都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经典，一种是流行。最传
统的一个杯子造型，但是它内含了许多创新元素。这样的造型，是通过使用经验得
出来的最好造型，如果你试图改变它的造型，看着好看，但是不够实用，喝茶喝不干
净，或者会撞到鼻子，这种创新失去了功能性。反而是最传统的器型，我们会在细节
上做更多创新，比如说，底足的处理，或者口沿的变化等等。

Q：市面上还有很多化工壶，怎么定义是天然壶还是化工壶？

A：这是根据它的发色原理来决定的。传统的青瓷是通过氧化铁来还原瓷器呈
现青色的状态。所以就会出现，它的釉色不一样，但是发色原理是一样的。

Q：流水线拉坯的机器壶和手工壶差别真就那么大吗？

A：这取决于消费者的理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区分手工和非手工，其实没有太
大的意义。从瓷器成型的角度而言，全世界都是一样。手工拉坯和机器压坯，没必要
太在意，也可能出现压坯做的杯子，比手工拉坯做的杯子漂亮很多。这是根据个人喜
好和诉求而定的。有些更追求唯一性，可能会更注重手工拉坯。我看到有些台湾的
作品，就保持一种完美的复制，使用模具化生产而不太追求个性化表达，我觉得这
就跟设计理念有关了，最终要看设计师以及消费者的状态。

Q：你个人偏爱哪一种？

A：我做任何一个器型，包括很小件的瓷器，都是纯手工的。我们是在自己做仿
古最巅峰的状态转型来做艺术设计瓷。龙泉模具化的瓷器生产，相对于其他地区是
很落后的。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德化模具做得最好。手工上最具代表性的
应该是景德镇，它不同环节分工很细。我们当年也学习过模具化的制瓷方式，烧了一
两窑之后，发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兴趣继续做了。内心深处，我不太
喜欢这种模具化的制瓷方式。

Q：是因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才会格外偏爱？

A：也有这个因素，理论上讲，如果手里这个杯子的器型是最标准的，我们是可
以去做一个模具，但是模具和手工相比，永远有一个区别，就是缺少了一些灵性。我
很难去说清楚，这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少了这种灵性，但是它就是缺了那点儿最重要
的气质。所以我更倾向于手工制瓷，但这不代表手工就一定比模具做得要好，这是
两个概念。所以我们会说工艺和艺术，它们之间是相通的，但又完全不通。包括很多
行业，像书画、玉器等等，很多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以工代艺，我的东西能做到
这样一种程度，它就自然具有艺术化。这时候就要各取所需，没必要过分纠结。从
历史角度讲，我们现在看到的老的瓷器，我们所看到的最好的东西，和拍卖出来最
好的东西，肯定是有差异的。最好的东西，一定具有两个特点：代表当时最高的工艺
水平，又能代表当时社会整体的艺术审美。好的东西是极少数的，需要技术、艺术
修养，同时还有心境和经历的表达，甚至还包括作品的稳定性。

Q：青瓷的工艺也好，艺术审美也罢，怎样才算具有大师水准？

A：严格意义来讲，大师不能由当代来评判。大师不应该活在当代。我们现在所
谓的大师，可能只是一个头衔，评判好与坏，如果有头衔存在，就会有很多功利性和
看不见的秘密在。大师也有烂作品嘛，不是有了大师的头衔在，其作品就一定具有
收藏价值，还是要回归作品本身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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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传承，龙泉青瓷的“仿古王”

在 龙泉 宝溪，一直有李、张、龚、陈青瓷四大 家族 之

说。从周华的太爷爷李君赐（1884年—1954年）那一辈

起，就已开始从事龙泉青瓷的烧制。到外公李怀荣、伯公

李 怀 德 一 代 更 是 人 才 济济。在圈内，李 怀荣可谓大 名鼎

鼎，1939年创办了“元昌青瓷坊”，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与

其堂兄李怀德一起，参与了当代龙泉青瓷生产的恢复工

作，是当时恢复龙泉青瓷烧制的11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而

伯公李怀德，正是如今龙泉青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朝兴

的师傅。自祖辈开始，龙泉青瓷就走上了重现辉煌之路。

周华，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首届浙江省陶瓷艺术大

师；周鑫，笃志好学、瓷艺日精的制瓷艺人。兄弟二人自幼

跟随外公李怀荣学习烧瓷技术，是龙泉元昌青瓷坊的第三

代传人。哥哥以传承为责任，弟弟视创新为生命。自幼，外

公即教会他们对泥性的认知，大窑青瓷古窑址成为瓷器学

习的对象。所有龙泉青瓷匠人都是从仿古开始，逐渐形成自

己的创作理念。仿古，需要了解南宋人生活状态和心理活

动，并不是要原样一比一复原，而是要复原当时人们的生活

状态。

周鑫说，龙泉青瓷的古窑址是在大窑，当代的龙泉青

瓷发源地就在周氏兄弟的老家，龙泉宝溪。从大的断代来

讲，龙泉青瓷出现于北宋以前。而认真来讲，龙泉青瓷它属

于一个窑系。不止在大窑，沿着瓯江下去，还包括闽北一

带，都可以归为龙泉窑。宝溪翻过一座山，就达 到福建境

内。当时，民间以物换物，青瓷往来频繁，而沿岸流传下来的

手艺当中都包括龙泉青瓷的烧制。

兄弟俩开始钻研古代匠人的烧制方法。柴烧“气氛”不

可控，烧制出一个好的作品，也是靠运气的。碰运气，也说明

了青瓷烧造技艺的难处，青瓷以釉色为首，釉水厚一分，制

作难度也就增10分，成品率很低。

周华说：“最后接手收藏的人，可能就是当古董买回

瓷中乾坤，恰似生命中的涅槃重生
【文/冷梅  图/受访者提供】

静默而立的将军罐，名为《墨渊》，无言的王者之气，以

河边沙土，装点着色釉的斑斓，诉说着南征北战戎马一生

的岁月。周鑫说：“它是一个将军在征战以后，静下心沉思

内心所表达的东西，它带有一些沧桑感，让他的精神有所触

动，承载着思想的洗礼。这里包含了每一个有激情的，有责

任心的男人，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人生挫折和故事。我觉得

自己30岁—40岁之间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符号性，40岁以后

的作品则更富思想性。”

周氏兄 弟把握 型与 釉两方面，赋予青瓷 灵性与层次

感。以胎为骨，为其量身制青衣。周鑫说：“做瓷器是一件

美好的事，但是当你开始有追求时，就变得很痛苦了，但这

种痛苦又会激发你的坚持。”2013年周氏兄弟为APEC会议

国宴用瓷设计制作了《兽面如意洗》和《风清气正》两件作

品，出于传统，却精于传统。避免生硬的嫁接，传承之中有

创新，也是周氏兄弟创作艺术青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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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这一点很不好。”2008年，周氏兄弟从巅峰状态的

仿古瓷中抽身而出，毅然转型创作型艺术青瓷。这次转

型，对兄弟二人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兄弟窑，手足情

几乎元昌青瓷的每 一 件 作品，都是 哥 俩共同完 成

的。没有刻意去做分工，反而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兄弟俩

在青瓷烧制上各有擅长，一般来说，设计、拉坯等工序由

周华完成，上釉、烧制等工序则由周鑫负责。然而在每件

作品的底部，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周华一个人的名字。青瓷

工作室的名字也以周华命名。对周鑫来说，他只关心自己

能不能做出满意的作品，至于打兄弟俩谁的名字那一点

儿都不重要。正是这份不利不争、淡泊致远的心境，让他

们兄弟俩的作品多了一分清澈与淡雅。也正是兄弟俩的

这份手足情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后代。

凭借着扎实的仿古功底和惊人的天赋，周氏兄弟在

创作中既保持龙泉青瓷的传统文化元素，又融入现代美

感，注入自己的思想，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周氏风格。短短

几年，哥哥周华在青瓷收藏界声名鹊起，成为龙泉青瓷收

藏中一位超实力派“新星”。

现代青瓷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周华认为，美首先应

该是一种通俗的、符合大众审美的东西，而不应该高高

在上，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读得懂。让普通人也能欣赏青瓷

的美，成了周氏兄弟创造现代青瓷的初衷。现在的元昌青

瓷，更多的是传统、个性与情感的结合。

坚守着做 好青瓷的美 好 信念，怀揣着传承 创新的

时代使 命，他 们走在 发 展 与创 作 的 道 路上 。哥 哥周 华

说：“传承是我们这一代龙泉匠人的责任。”弟弟周鑫则

秉承“青瓷如我心中的女子”的创作理念，它会有不同的

状态，有时妖艳也是一种美，有时它则是内心深处透露

出来的美。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故而周鑫的作

品出奇——胎体轻薄，造型精巧，其釉色青中泛蓝，细腻湿

润，传承着南宋宫廷用瓷的文化韵味。

青瓷之色，世间温情犹在

“青骥奋蹄向云端”，作为青瓷匠人，兄弟俩以对青瓷

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演绎着精彩的艺术人

生，也传递着龙泉青瓷与世间的种种温情。  

周鑫为12岁的爱女设计的作品《父爱》尤为经典。当

你把这件冰冷的瓷器握于掌心时，能够感受到一个父亲对

于女儿犹如掌上明珠的爱。周鑫说：“我是想追求一种青色

的、单纯的、极致的美，而不是丰富它的色彩。这是我对龙

泉青瓷的理解。在创作上，我想更多地融入一些思想，包括

一些我的情感经历。就像送给女儿的作品，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掌上明珠，虽然瓷器是冰冷的，但情感却是有温度

的。”

将军罐 九龙香薰 洗

贯耳瓶 “父爱”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