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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瓷艺，兴于唐、宋、元，盛于明、清。
在唐代，德化就开始烧制青瓷，但真正形成特色是

在宋代，当时雕刻工艺比较朴素，主要生产日用瓷器，以
龙窑方式大量烧制。到元代，出现立体雕塑，釉色转向
白瓷为主。明代，何朝宗等大师出现，把德化瓷雕推向
艺术巅峰，“中国白”闻名世界。清代，瓷雕题材更加丰
富，釉色发展出“象牙白”“猪油白”等新品种。

德化瓷艺的独特之处，十二字可以概括：“白如雪、
润如玉、薄如纸、声如磬。”

陈明良从事瓷雕已 40多年，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

“德化瓷雕的白，不是普通的白，而是带着温润玉
感。”5月 11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秘密在于当
地特有的高岭土配方，在烧窑时还要控制还原焰，让釉
面产生独特的半透明效果。

薄胎工艺是德化瓷雕另一令人叫绝的特征。陈明
良说，大型雕塑胎体最薄处仅 5~7毫米。要做到这个水
平，关键在于“湿坯修胎”的技法——在坯体半干时用特
制刀片反复刮修。“要用指甲轻弹坯体听声，清脆的才能
进窑。”

他又拿出一个未烧制的观音头坯，指着发髻部位
说：“这里的厚度才3毫米，新手要练3年才能掌握。”

在德化，传统陶瓷工艺涉及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
工序，道道马虎不得。匠心，是德化瓷艺传世之道。

陈明良年轻时先后在德化第一瓷厂和德化陶瓷研
究所工作。1983年，陈明良年仅19岁，独立
创作了瓷雕《千手千眼观音》，这一作品被
誉为“瓷雕奇观、古今独创”——立像加底
座高达 1.55米，观音上身含手臂伸展最宽
62厘米，下身胫足部为22厘米。上大下小、
上重下轻。

“解决重心问题，要先读懂泥巴的心
思。”陈明良说，烧造过程阻碍重重，既涉及
结构力学，又涉及材料科学，还涉及传统工
艺的升级，“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尝试，从
失败中站起来”。以结构为例，经过数十次
尝试，他终于发现，在雕塑顶部使用“轻质
瓷”，中部使用“复合瓷”，底部使用“重结晶
瓷”，可以部分解决上重下轻的问题。

说起德化瓷雕，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开宗立派的大师、“瓷圣”何朝宗。

何朝宗于1522年出生在浔中镇隆泰后
所村的陶瓷世家。他确立了德化瓷“一塑
二修三烧”的工艺流程，发展出“瓷雕开相
十八式”，在衣纹处理、神态刻画、胎体工
艺、釉色控制等方面达到了“工极意未尽”
的境界，其鬼斧神工的技艺，将瓷雕艺术推
至前无古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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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6 月，著名女诗人舒婷在大英博物馆
参观，和德化古瓷的不期而遇，让她震撼得“像猫
那样目不转睛”。

回国后，舒婷去了德化看瓷。在这里，她遇到
了一位“女神”，激动地提笔写下诗句：

满脸清雅澄明
微尘不生
双肩的韵律流动
仅一背影
亦能倾国倾城
诗中的“女神”，便是德化明代“瓷圣”何朝宗

的瓷雕观音，德化白瓷的经典之作。
德化白瓷有多绝？见多了宝贝的著名收藏家

马未都先生曾评价：“见过明（代）何朝宗雕塑观音
的人无不为之惊呼……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
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瓷自古便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
名片”。早在宋元时期，德化瓷产品就是海上丝绸
之路主要的贸易品之一，呈现出“一笼白瓷一箱
银”的繁荣盛景。明代德化白瓷代表了当时世界
白 瓷 生 产 最 高 水 平 ，被 法 国 人 誉 为“ 中 国 白
（Blanc de Chine）”，从而“天下共宝之”，大师作品
被大英博物馆、法兰克福博物馆、卢浮宫等40多
个国家的著名博物馆收藏。

（央视、新福建、新华社）

N据福建日报

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德
化，这座古老的瓷都，以千年窑火淬炼出的
陶瓷艺术，向世界诉说着不朽的传奇。在这
里，火与土交织成诗，古与今对话成篇。

千年窑火，碓声不绝，闻名世界。德化
窑址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遗产点
之一、联合国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德化

“世界陶瓷之都”称号、德化瓷烧制技艺被
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德化白瓷入选福建文化标识……

一张张颇具分量的名片，折射着瓷都
千年瓷艺的耀眼之光。

德化瓷烧制技艺是一门与火对话的艺术，
“窑门一关，神仙难帮”道尽其中玄机。

“最近一次出窑瓷是 5 月 5 日，40 多项瓷
品，1万多件。下一次点火，是 6月初。”5月 13
日，记者走进位于德化县三班镇蔡径村的月记
窑，遇到堆放柴木的冯清芳。

冯清芳是土生土长的德化人。1973年，19
岁的冯清芳就在月记窑学做瓷、烧瓷，从学徒
到窑工，再到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县级代表性传
承人，他与烟火相伴50多年，虽年逾古稀，却天
天以窑为家。

月记窑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400多年从未停止过烧制。冯清芳说，因窑体依
山势砌筑，头下尾上，宛如一条长长的巨龙，它
也被称为龙窑。月记窑窑长约48米，有7个门，
可供装窑、出窑瓷之用，窑身两边各分布着33个
窑目，是添加柴火的地方。窑体由窑头、窑床、
窑尾三部分组成。窑头设有单独的火膛，窑尾
放烟囱，窑室为阶梯状，每级两边设对称排列的
投柴孔，隔数级放一窑门方便装出瓷。以松木、
松枝或杂木等为燃料，窑内火焰多平行窑底流
动。下边烧柴，上面冒烟。因龙窑建在山坡上，
火焰抽力大，升温快，降温也快。

明清时期，月记窑是兴盛一时的名窑，主
要产品为青花瓷，图案优美，釉色鲜明，典雅可
爱。清嘉庆德化诗人郑兼才在《窑工》诗中如
此描写德化瓷的繁华盛景：“骈肩集市门，堆积
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
穷，但愿通潮水。”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德化瓷烧制技艺”
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月记窑至
今仍较为完整地传承了这一传统陶瓷烧制技
艺，被陶瓷界称为德化柴烧窑炉的“活化石”。

“三分塑，七分烧。”烧制是制瓷工艺中的
一道关键工序，过程十分考验耐心。起初，冯
清芳都烧不好窑，有次火候没把握好，一窑之
中 4节陶瓷全被烧坏。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在
师傅的指导下，他渐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五六年后也能独立看窑了，成为当地知名的

“窑头”。
“火候拿捏很关键。”冯清芳介绍，

窑炉的柴火从下往上烧，第一个窑目
的柴火要持续高烧 4个小时，之后中
火2~3小时，春季时分因柴火湿度高，
要烧60小时，冬季柴火干燥只需烧50
小时，窑里的瓷器便“熟”了。此时，但
凡多添一把柴火，陶钵就会脱落，瓷器
就烧坏了，前功尽弃。

观焰，是一门学问。在燃烧之初，
火焰呈“鸭蛋黄焰心”，此时温度在
800摄氏度以下；到了中段，呈现“青
白焰尾”，温度上升至 800~1200 摄氏
度；到了冲刺阶段，则出现“琉璃色焰
尖”，达到玻化临界点，这时温度在
1300多摄氏度，此刻是釉水流动的“生
死时刻”，要靠听声来确定该保温还是
停火。

“时间快到了，发现此时炭火变白，
瓷器差不多就‘熟’了，由于摆在窑里上
面的瓷器‘熟’得快，下面的‘熟’得慢，
炭火变白后，还需小火慢烧下面的瓷
器。”冯清芳功夫“炉火纯青”。

5月 12日，在德化县林厚堂工作室，一张普通
木桌、一块瓷泥、两三把尺寸不一的刻刀，“80后”林
厚堂一边向徒弟讲解创作技巧，一边将艺术理念在
一刻一画中变成生动的作品。

林厚堂出身于当地陶瓷世家，1999年师从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德化瓷烧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邱双炯，从学徒工做起，学习瓷艺。

“邱大师将手绘的五百罗汉、一百零八将，让我
们临摹学习，使大家在刻画人物神态、肌肉结构、衣
服纹路等方面拥有更加扎实的功底。”拜名师、苦学
艺，林厚堂的传统人物造像技艺突飞猛进。2013
年，他和弟弟创立了德化县慷盛陶瓷雕塑研究所，
将创作方向确定为弥勒像。

弥勒是乐观、宽容的象征，弥勒瓷雕作品有没
有感染力，面相是关键。林厚堂通过夸张的表现手
法，设计出眉眼弯弯、咧嘴大笑的弥勒，刻意加长了
嘴巴幅度，与两旁的酒窝相呼应。他还将釉水工艺
应用于衣饰上，丰富了视觉美感。这些都与传统的
弥勒像风格不同。

林厚堂还勇于突破烧制技艺。烧制高60厘米
以上人物瓷雕作品，多达 60余道工序。因德化瓷
土收缩率较高，大型瓷塑作品烧成难度高，一窑烧
制“无一精品”情况时有发生。为此，他反复改进瓷
土配方，创新采用微波烘干法，缩短泥塑干燥时
间。通过改进窑炉结构，将炉门置于顶部，使泥塑
在炉内均匀受热，大大提高了成品率。

截至目前，他有20多件作品在国家级、省级评
比中获奖，10 多件作品被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收
藏。他也成长为德化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

在德化，有人在传统瓷艺领域深耕，不断精进，
也有人将这一古老技艺与现代文化元素融合，开辟
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

在“80后”匠人王桂兰工作室，国产动画《天官赐福》
两位主角“血雨探花·花城”与“太子悦神·谢怜”两尊白
瓷像在众多作品中光彩夺目，远看如纱，近看是瓷。

原来，《天官赐福》动画于去年携手王桂兰，共
同推出动画主角白瓷像，将非遗传统技艺与现代动
画融合。

“德化白瓷的烧制宛如一场充满悬念的冒险之
旅。每一次开窑都像是打开一个未知的宝盒。在烧
制这两尊白瓷像时，花城的烧制遭遇多次挫折，而谢
怜这一服饰细节更为繁杂的角色，却幸运地一次烧
制成功，真可谓‘天官赐福’！”王桂兰感慨地说。

德化瓷艺传承，恰如窑火般生生不“熄”。目
前，全县有陶瓷工艺技术人员 6000多名，其中，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8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9人，德化
瓷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国家级3人、省级9人……

火候的艺术

鬼斧神工的奥秘

在传承中创新

“仅一背影，亦能倾国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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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德化白瓷作品（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