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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炉窑火烧制时间的形状

龙泉青瓷的今与夕 ◆ 吴南瑶

在超越了实际功用的界限后，
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在器物里找到
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
息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也藉此
加入了古人的审美哲学与生活方
式。这或许就是器物的魅力所在。

瓷都上垟古朴雅致，苔影斑
驳，一千多年的时间长河流过，镇
上的青瓷古龙窑，多少年来窑火
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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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因“问海借力·沪享龙泉”健康

生活畅享季活动的举办，龙泉青瓷在沪上爱
瓷人中又成热词。始于三国两晋，盛于宋元，

几经兴衰起伏，1949年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
“关于迅速恢复中国历史五大名窑，尤其是龙

泉窑和汝窑的生产”批示，上垟镇设立国营龙
泉瓷厂及青瓷研究所，集中了龙泉最优秀的

民间制瓷艺人，包括韩美林等著名工艺美术
家都曾在那里从事设计工作。

传承的不是物质而是技艺

龙窑是传统窑炉最经典的一种形式，
多见于江南，总是依一定的坡度建筑，形似

卧龙。烧窑的时候在窑头点火，火顺势而
上，燃烧直至窑尾。据说龙窑有灵气，点火

或者冷却的时候常常会下雨。为了祈祷烧

制顺利，龙泉地区至今仍保留传统的开窑
祭祀仪式。

在窑边长大，上世纪 70年代末，17岁的
陈爱明顶替父母进国营龙泉瓷厂。那些年，山

野丘陵之间的这?小镇，“瓷窑林立，烟火相
望”，一批如今国宝级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

毛正聪、夏侯文、叶小春等都在瓷厂工作。

四十多年过去，国营瓷厂和青瓷研究所
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原国营瓷厂及青瓷研究

所办公大楼、职工食堂、大烟囱等保存完好，
旧址上建起了“龙泉青瓷文化园”，当年的学

徒们也人到中年，其中翘楚如陈爱明已是当
地仅有的两位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之一。
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陈爱明说全镇都沸腾
了，世界青瓷在中国，中国青瓷在龙泉，这无疑

是对龙泉青瓷 1700多年历史最好的褒奖。但
热闹过后，陈爱明这一辈的青瓷人尤其清醒，

“联合国教科卫组织认定的是我们的烧制技
艺，而不是我们烧制出的那些瓶瓶罐罐，我们

要传承的也是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

从古至今，龙窑柴烧的艺术地位不可

撼动，因妙造自然，可遇不可求。但也因其

今生产成本高、周期长，稳定性和成品率也

非常低，早已被隧道窑等现代化的烧制方

法取而代之。陈爱明们又将如何守护这门
传统的技艺？

没试过怎知成与不成

因为参加活动，陈爱明和龙泉青瓷协会

的同仁们在上海盘桓了数日。这于他是难得
的清闲。茶友杨家清说，每次回龙泉拜访陈老

师，没有一次不是见他在窑里盯着的。
从选料、清洗、练泥等工序，再拉坯制器，

素烧上釉，最后入窑烧造，每一?环节都不愿
假他人之手，这在陈爱明这样级别的工艺师

里是很少见的。陈爱明说，青瓷以色为美，以
简约为上。文化与传统的传承，靠的是一?

字：“诚”；做匠人，千年匠心的核心也是这?

字，诚信不欺。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概
也是这?道理。

2014年年初，当地协会在“文化园”给陈
爱明做了?人工作室。地方大了，条件好了，

在刚布置好的陈列室踱步，陈爱明看着之前
自己的作品却怎么都看不下去。正值春节，一

?人闷在工作室的陈爱明给老师———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陶艺家高峰打了一?电话。
陈爱明比高峰小几岁，这段难得的良师

益友的缘分早在 1993年就结下了。那时高峰
到瓷厂创作，陈爱明是瓷厂质检科的工作人

员，“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多企业破产，工人很
多下岗没事做，你现在应学好技艺，将来下岗

后可以自己办厂。”高峰的一句话改变了陈爱

明的人生轨迹。自此，陈爱明就像变了一?

人，没日没夜练习手拉坯，又同时拜在徐朝兴
门下，学习龙泉窑传统技艺。

龙泉青瓷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

审美主流。宋元之美，则是上千年上千万件器
物，形成的一?规范。传统青瓷如脂玉般莹润

而略带透明质感与色泽含蓄、玄妙而灵动，如
同一位隐逸的高士，默默无言，心灵却微妙、

闲适、优雅而自乐。
奥妙是天定，但也在人心。从 1994年开

厂，二十年间，靠着名师点拨以及自己的悟
性和勤奋，陈爱明探求着千年青瓷的奥秘，

感悟着工与艺的玄妙差别，也不断更新着自
己的美学观、人生观。电话里，“什么是好的

青瓷”，他竟又向高老师提出了和二十年前
一样的问题。这一次，答案显然得靠陈爱明

自己去发现。

“我想试试其他釉色可以吗？我想改变一
下烧制的时间可以吗？”

“你就去试啊，烧坏就烧坏，又有什么关
系呢？”

秘密都藏在时间里

找不到灵感的时候，陈爱明喜欢去山上
的龙窑转转。十几米以上的砖窑，温火、挤火、

上火到熄火，往往要花上几天几夜，而改用现
代窑炉后，10-12小时就能完成一炉烧制。

时间是相对的，既可以拉长也可以压缩，
唯独不能回转。

瓷是泥土与火的艺术，但时间才是能量

转换的介质，陈爱明心中一动，龙窑柴烧的魅
力就是在漫长的烧制过程中，由温度的微妙

变化造就的，那么何不人为地延长液化气炉
的烧制时间，改变升温曲线呢？

那实验性的一炉，烧了 48?小时，陈爱

明守在炉边，一步没有离开。半小时记录一
次，半夜最困的时候，就在炉边来来回回地

走，是掌控，更是耐心的等待。开窑的那一刻，
忐忑的心情不亚于等待产房大门打开，终于，

泥与火让一维的时间拥有了迷人的形状。捧
着宛若天成的作品，陈爱明开心得又是好几

夜睡不着。
在陈爱明眼中，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是

有生命的。从瓷土的粉碎、陈炼到釉料配制，

从制坯、上釉到装窑、烧窑、质检甚至包装，正

是在年复一年的真实劳作中，建立了他与青
瓷的血脉关系。“青瓷技艺是一门不能停止的

艺术，新的想法、好的创造都是从实践中产生
的。创新，只能在亲力亲为的制作中才会出

现，一旦停止，技艺就会随之停滞不前。”陈爱
明说。

如同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又

如同中国人的性情自然含蓄、冲淡质朴，千年
青瓷中藏着几代匠人的匠心，还有中国的诗

意生活、文人气质和东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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