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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雯/文 施锦泉/图

稽考前世今生，云南华宁陶若隐

若现的身影在历史长河中有两张面

孔：隐则草蛇灰线，显则石破天惊……

若隐若现的华宁名片

慈云寺，建于清乾隆辛巳年，这个

由华宁窑工一砖一瓦募建而成的场

所，千百年来俨然是华宁窑工的精神

依托。作为制陶公所，它位于窑街之

上，见证了华宁陶的兴复衰起，亦见证

了华宁陶技艺的传承延续。每年农历

二月初八至十五，窑工都要到慈云寺

祭窑神，这种祭拜被认为是对华宁陶

渊源的一种追思。

据慈云寺内的《重建慈云寺功德

碑》记载：“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由

江西锦（景）德镇来滇，卜陶厂于此，为

生活计，继则汪氏、张氏、彭氏、高氏、

仲氏以及范、刘、柯、杨诸姓因亲及亲、

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由

此，华宁陶就与当时世界最高陶瓷工

艺水准的景德镇有了关联，一开局就

显得卓尔不凡。“明末，又有江西人车

大任到宁州集股开厂，精制陶器，宁州

陶业由此兴焉。”

这种辉煌一直延续到清代。据民

国《新纂云南通志》记载：“陶器以建

水、宁州所产者为著名，釉水式样、书

画彩色均有可观。”清咸丰以后，受云

南著名的“咸同之乱”影响，华宁陶产

业受到重创出现衰退。直到1910年，

云南省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的通车，

才为华宁陶的复兴提供了交通便利。

华宁陶被人挑马驮到盘溪火车站，通

过滇越铁路，北运上昆明，南运到开

远、蒙自、河口，甚至越南老街、河内，

由此蜚声海内外。

“宜古宜今彝鼎尊槃同述作，亦

文亦质官哥柴定共流传”，这是清代

华宁进士刘大绅对华宁陶丰富造型

和斑斓釉色的生动描绘。华宁陶之

美让人激赏不已，同时它跌宕起伏的

发展命运也让人嗟叹。1956年的合

作化运动是华宁陶发展史上的又一

个转折点，窑户和窑工由个体转入集

体，成立了陶器合作生产社，村里的

窑全部归入合作社，生产数量、种类

及工匠由合作社统一安排。此后，不

幸的是，许多釉料配方和华宁陶传统

技艺失传，许多传世的华宁陶精品受

到毁灭性破坏。

半个世纪后，玉溪市博物馆馆长

陈泰敏完成了对华宁陶的第一次田野

调查。对华宁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

为华宁陶是一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

涵的文化载体，它是明清以来云南社

会生活的重要见证物。同时，在其著

作《看得见的玉溪记忆》中，对华宁陶

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了生

动描述：“那些酒壶、茶壶、装过桥米

线的大碗、炖鸡的气锅、蒸糕的甑子、

祭祀的净水器、屋脊上的瓦猫等，见证

了饮食男女的生活细节，见证了云南

人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以及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华宁县城北的华盖山下，唯一的

一条龙窑冒着青烟，83岁的汪子炎在

配釉，儿子汪霄洪在一旁安静地拉

坯。从个人窑口到集体合作社，再到

陶器厂，然后又回归个人窑口，华宁陶

数十年间的历史起伏是汪子炎人生经

历的主要内容，他个人的履历也成为

华宁陶历史的一部分。制泥、拉坯、配

釉、上釉、烧窑，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

的劳动中，华宁陶的技艺得以传承。

浮浮沉沉，华宁陶并未完全湮没

于历史的尘烟之中，它不过是在静静

地等待一场迸发。2013年，华宁县制

定了《关于加快推进华宁陶瓷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华宁陶迎来了全新的

旅程。到2016年，全县共有制陶在册

企业、工商户51户，从业人员1700多

人，完成年产值5.0277亿元，其中，建

筑陶3.2037亿元，日用生活陶、工艺美

术陶1.824亿元。也就是在2016年

底，华宁陶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认证，标志着华宁陶迈出了品牌复兴

的基础性一步。

5月，华宁碗窑村文化遗址保护与

开发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古龙窑在

重建、慈云寺在修复、古月窑的胡氏兄

弟在筹建产展合一的新房……按照规

划，在不久的将来，华盖山下碗窑村将

成为华宁县的文化新地标。

釉的感召陶冶华宁

邓红锦对新出的这一窑花器、杯

盏很是不舍，这是为国内一家连锁精

品酒店的主人白玛多吉定制的。这些

陶器釉色虽惊艳，但却难掩天生的静

谧与优雅，这是华宁陶的魅力所在，也

是邓红锦一直追求的艺术境界。

“喜欢华宁釉陶具有生命力的肤

脂感，喜欢取身边自然物造釉，用泥巴

本身表现泥巴的感觉。”诗人、陶作家

邓红锦说。2014年春天，邓红锦从建

水来到华宁。彼时，她已是云南“文人

陶”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她依然觉得建

水陶不能让她全然投入创作，因为“建

水陶的刻填工艺使书画成为装饰的主

流形式，但我不擅长书画，用我不擅长

的技能来表现自我，显然是一个局限，

我喜欢自由的、肆意的表达”。当她自

建水旧庙里偶得一个白色的华宁陶罐

之后，她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

路径，因为做釉陶，不是用书画来覆

盖陶器、张扬陶器，而是用材料、器形

和釉色，以及对窑火的控制、热能的

运用等来综合表现陶作。到华宁后，

她走火入魔地研究釉方，研读过苏

联、英国、日本和中国的数十本制釉

书籍，然后采集草木、泥土、石头、矿

石等身边的自然物做各种各样的釉

药试验。等待出窑时的无限可能，这

样的过程让她着迷。她认为，制陶是

一种心智的运用，“我如此幸运，竟然

与陶相依为命，每一天都像是一生那

样跌宕而完整。因为制陶，我好像活

了好几辈子。”

邓红锦走的是一条“文人+匠人”

的艺匠之路，因为有文人意识和文人

审美的注入，她的陶器作品销售火爆，

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营销方式——整

窑定制。目前，她的整窑定制已经排

到明年2月。

“黄如黄金，绿如翡翠，白如羊脂，

蓝如宝石，紫如剑气，青如松烟，开片

精美”，这是业界对华宁陶釉色最形象

的描绘，也是华宁陶的核心竞争力所

在。“华宁陶是传承千年血脉的高原彩

釉陶。”华宁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军如此

定义华宁陶。据他介绍，华宁陶釉色

斑斓，其中最负盛名的为绿白釉，常见

的釉色为月白釉、绿釉、酱釉、蓝釉、黄

釉、乌金釉、三彩釉、玻璃釉等。

2013 年，来自大理巍山的胡文

森、胡文杰兄弟俩创办了古月窑。对

华宁陶的釉色有着近乎狂热痴迷的兄

弟俩，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华宁陶古釉

配方的研究和制作，通过对老窑工的

寻访和老陶片的研究，逆推还原出釉

配方。正是由于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还

原了华宁陶绿白釉的品貌，加之符合

现代人审美需求的设计创意，他们的

产品备受消费者推崇。目前，兄弟俩

打算在碗窑村建房定居，成为华宁碗

窑村的一员，真正与华宁人、华宁陶水

乳交融。

华宁陶的釉色除了对外来者充满

诱惑性的感召之外，在华宁县内还有

一条清晰可辨的、传承了数百年的脉

络。68岁的李自轩是华宁陶发展史

上绕不开的大师级人物，在她面前，数

个编了号的小茶盏一字排开，她只是

浅浅一眼便道：“温度不够，没烧熟。”

这种判定与见识来源于她50多年的

制陶经历以及深厚的家族传承。

李自轩的丈夫汪培祖是汪氏家族

第27代传人，从最初为丈夫“踢盘”，

到揉泥、制模、灌浆、烧石膏、做造型，

再到拉坯成型、配釉上釉、入窑装烧、

出窑挑选，每一道工序她都能信手拈

来。华宁陶的古法制作工艺无文本记

载，她把家族口耳相传的技法与科学

实验相结合，烧制出了明代的白釉、清

代的酱彩、民国时期的冰裂等。

对于华宁陶的传承来说，李自轩

打破了“碗窑村女人不制陶”的历史窠

臼，创新发展了汪氏的家族技艺传承，

并在一定程度上独掌华宁陶汪氏门

户。50多年来，她带出徒弟千余人，

这些徒弟中有40多人都为新建制陶

企业的负责人。而在汪氏家族内部，

儿子汪大为致力于华宁古陶收藏和工

艺陶制作，女儿汪海涛则继承母亲的

技艺，在釉色制作上颇有建树，外孙曹

栋为华宁柴烧第一人。

2009年，汪海涛弃医从陶，创办

七彩虹窑。“华宁陶是具有传承属性的

生态釉陶。”汪海涛说，这也是她决定

延续家族传承的原动力。8年来，在母

亲的口耳相传下，她掌握了上千个釉

配方，并使用天然矿物釉烧制出孔雀

蓝釉、绿白釉、豆青釉、金星釉等七彩

釉色。这些釉色也验证了史上流传的

华宁陶“官哥柴定共流传”的记载，同

时也吸引着广大消费者的目光。

2016年，七彩虹窑的产值突破2000

万元。

擦亮华宁陶传世名片

近年来，华宁县加大华宁陶产业

发展力度，事关华宁陶产业发展的一

些基础性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成

效令人侧目：华宁陶地理证明商标、华

宁陶国家地标产品保护认证已完成，

华宁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

报正在展开，华宁陶已成为云南、玉溪

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点。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华宁陶产业

化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大部分华宁

陶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华宁

陶缺乏发掘研究，史料记载有限，文化

底蕴不足，华宁陶名片难以叫响。华

宁陶产业该如何突围？

首先，要强化对华宁陶历史渊源

的研究工作，对接中国陶瓷发展史，正

本清源，找准华宁陶的定位和地位，充

分挖掘华宁陶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

华宁陶的传统历史文化名片。在这方

面，玉溪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玉溪窑

青花正是拥有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特

别是中国青花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业界和收藏界才独树一帜。

其次，要凸显华宁陶在中国众多

窑口中的核心竞争力，充分体现其高

原彩釉陶的特色。华宁陶古来就有

“官哥柴定共流传”的历史渊源，这一

方面说明华宁陶善于学习借鉴其他窑

口的精华，但同时也容易导致自身特

色不明显，历史面貌模糊。对此，要加

快对华宁陶审美标准的确立，明确华

宁釉陶的审美定位，形成与“官哥汝定

钧”有传承但又有超越的审美特征，达

成像汝瓷“雨过天青云破处”、哥窑“金

丝铁线紫口铁足”、钧窑“蚯蚓走泥纹”

等自成一体的审美定位，塑造华宁陶

的审美名片。

再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推动华

宁陶精品工程。要通过“走出去”“请

进来”等方式加大对基础人才的培养

力度，解决基础人才缺失的短板。反

观宜兴和建水的人才培养经验，要让

制陶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有成就感和

职业自豪感，就得建立工艺美术专业

职级认证机制，形成梯形人才队伍。

同时，要注重大师的引进，推动华宁陶

精品研创，用一批华宁陶现代精品来

铸造华宁陶现代精品名片。

施釉后的华宁陶，灰白泥胎，朴实

无华。然而，一经火的洗礼和锤炼，就

会瞬间幻化出斑斓的色彩。这是华宁

陶的魅力所在，也是人们对华宁陶产

业未来的希冀所在。

谱 写 新 时 代 陶 艺 精 神 新 篇 章
——探索云南华宁陶的前世今生

人才紧缺，是华宁陶产业发展的短板。为此，该县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和引进的力度。 2017年9月，云岭职工第十四届陶瓷工艺品成型师技能大赛在华宁举行。

民间手造作品带给邓红锦铺天盖地的幸福感

釉色丰富鲜艳的华宁陶瓶 七彩虹窑的孔雀蓝釉敞口瓶

华宁陶造型多样，深受消费者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