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责编：赖 睿 黄敬惟 邮箱：lairuismile@qq.com责编：赖 睿 黄敬惟 邮箱：lairuismile@qq.com

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百年传承源于热爱

“尽管陈家历经风雨，但陈氏制瓷 （手绘）
制作技艺仍在不断传承。”陈氏制瓷（手绘）制
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观照轩总经理赵彦菊告
诉记者。

时光回到 100 多年前：清光绪年间，有着
千年历史的古镇葛沽，是天津的漕运中心，经
济繁盛，文化底蕴深厚，号称“北国小江南”。
在葛沽西大街，曾坐落着陈家公馆的老宅院。
作为葛沽有名的大家族，陈家人才辈出，生于
1871年的陈富元便是其中一位。

光绪末年，陈富元被派往江西做官，一去
就是十年。据陈富元的曾孙陈韵和回忆，“前院
接待客人的大厅里四周是条案，案上摆满了各
种精美瓷器，每个季节都要更换一批”。

陈富元自幼喜爱书画，在江西任职期间，
被景德镇瓷器深深吸引。任职之余，他师承当
地官窑的老师傅，学习制瓷技术，逐渐将北方
绘画技法与景德镇制瓷工艺相结合，形成了独
特的陈氏手绘制瓷技艺。陈富元后来还在景德
镇开办了自己的窑口，瓷器烧好后通过海运，
从景德镇整船运到天津。

据陈富元的孙子陈世谦说，家里瓷瓶、瓷
人、瓷枕、瓷餐具应有尽有。“尽管历经时代变
迁，陈家人对瓷器的热爱却是融进骨子里的，
陈家各支各脉都留存着‘陈家公馆’的家传瓷
器。”陈世谦说。

时代精神入非遗

传统、传承，创意、创新，是陈氏制瓷
（手绘） 制作技艺传人100多年来恪守的信条。
作为陈氏制瓷 （手绘） 制作技艺传承人，赵彦
菊不仅继承了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将时代
精神融入传统非遗。这也是观照轩名字的由来。

“观照，是发现自我、直面自我的过程，从
心出发，探寻平凡生活，保留其真，回归质朴
生活的美好。观照轩既要传承古法，又要跟上
新时代，努力找寻非遗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赵彦菊说。

纪念抗疫英雄的瓷板画，象征民族团结的石
榴题材作品，小站稻、葛沽风貌等瓷器作品……
一件件精心打磨的文创瓷器背后，是丰富厚重
的时代精神，是精研沉潜的艺术追求。师古而
不泥古，依托“津派书画”的优秀文化资源，
观照轩力图打造“津派手绘瓷”文化。

诗言志，歌永言。定居天津的叶嘉莹先生
一生致力于诗词的创作和弘扬，观照轩以瓷器
为载体，将诗词和书画结合，专门创作了一款
叶嘉莹先生诗词水杯，让诗词融入生活，代代
相传。水杯上，一朵红莲出淤泥而不染，画风
清新；遒劲的书法题写叶先生诗句“何幸当斯
世，莫放此生空”，水杯晶莹剔透，诗书画
印，曲尽其妙。据悉，这款茶杯由天津美术学
院教授刘颖睿进行器型设计，书画家霍春阳等
进行画面设计，经过多次研讨、论证，历时半
年多才定稿。

时代影响瓷器，瓷器反映时代。“观照轩希
望以瓷器为载体展现中华文化，展现时代精
神。”赵彦菊说。

传承推广向未来

非遗传承的未来，在下一代身上。
进入观照轩大门，右手第一间 200 多平方

米的房间，摆放着一些中小学生的手绘瓷器作
品：辛劳的农夫、饱满的稻穗……这里还是津
南区中小学生手工实践基地，孩子们不仅可以
了解传统非遗项目的历史，还可以动手做瓷
器。润物无声，这些活动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里播下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一只由中学生拉坯烧制的褐色瓷罐里，放
着一捧热烈绽放的二月兰，旁边还有一对老鼠
造型的生肖青花瓷。一朵兰花垂下来，两只老

鼠抬头“嗅”，惟妙惟肖，动感十足。看到的瞬
间，花香也氤氲心中。

观照轩还把制瓷技艺带进学校和少年宫，
并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美术学院等高
校和海河教育园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委员会
等合办实践教学基地，推广非遗项目。

2021年，澳门理工大学的学生来到观照轩
体验瓷器制作过程，带队老师和天津工业大学
教师郑勇联袂创作了“津澳情”水杯留作纪念。
近期，天津工业大学着力打造中国传统文化与
技艺国际传播中心，和观照轩联合录制“一带
一路”瓷器课程，向全球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开放，传播中华文化。

今年2 月，第一批天津市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发布，陈氏制瓷 （手绘） 制作技艺入选传统
技艺类；2021年，津南区评选12位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彦菊名列其中。

素心如雪，寄瓷器之美；初心不改，为文
化传承。陈氏制瓷 （手绘） 制作技艺一直走在
传承与创新的路上。

进入“中国十大竹乡”之一的贵
州省赤水市，竹叶伴随着清风瑟瑟作
响，放眼望去，漫山皆竹，满眼皆
绿。楠竹、慈竹、斑竹等多种竹类郁
郁葱葱，132.8万亩的竹林地为竹编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非遗“赤水
竹编”培训基地里，竹丝扣瓷、竹编
提包、竹编灯饰等古朴素雅、造型别
致的竹编工艺品随处可见。身着中式
旗袍的杨昌芹梳着长辫，正在指导工
人学习竹编手提包的编织：“篾与篾
之间的距离要均匀挨紧，纵篾和横篾
要端正对齐，再根据包的大小调整篾
的长短。”

做自己喜欢的事

“90后”苗族姑娘杨昌芹是贵州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第六代
传承人，也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母亲眼里，杨昌芹是个懂事听
话但也非常倔强的孩子。杨昌芹的父
亲在她小学四年级时因病去世，供养
家里3个孩子上学的重担落在了母亲
一个人肩头。初中毕业时，杨昌芹主
动选择了辍学，去餐馆打工来补贴家
用。在外打工的一年多，扫地、洗
碗、传菜、炒菜、收银……杨昌芹干
遍了餐馆里的活儿，用攒下来的钱交
学费，进入印江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幼师专业学习。

2007年，毕业后的杨昌芹来到赤
水市，向贵州省竹编工艺美术大师陈
文兰学习“赤水竹编”工艺。杨昌芹
从最基本的选竹、砍竹、锯竹学起，
刚开始总是掌握不好砍刀的力度，

“轻了削不下去，重了又会割到手，
每天都是新伤压旧伤。但是我很喜欢
做竹编，也很享受把时间花在琢磨手
艺上。”杨昌芹说。

做竹编的第一个月，杨昌芹制成
了两幅竹编画，赚到了380元。彼时
的杨昌芹还有去公办幼儿园工作的机
会，在家里人看来，相较于竹编这个
冷门行业，幼师无疑是更理想的职业
选择。

“当时家人都不同意，我妈妈甚至
召集亲戚们开家庭会议来劝我。”杨昌
芹说。家人的劝说，并没能打消杨昌
芹投身竹编工艺的想法，“我从小就是
个犟脾气，选择一件事就会死磕到
底。对于我来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就是最大的幸福。”杨昌芹说。

发展才是真正的传承

赤水竹编工艺历史悠久，最早可
追溯到明清时期。背靠丰富的竹资
源，当地农村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编基础竹编，如背篓、箩筐、蒸笼、
簸箕等。

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廉
价、量产的塑料制品逐渐占领了传统

竹编用具市场，让传统竹编技艺和现
代生活实现创新性融合成为杨昌芹探
索的方向。“以前的竹编主要是作为
农耕生产用具，我在做的就是推动传
统竹编向平面竹编书画、立体竹编装
饰品和实用品转型。”杨昌芹说。

为了做好竹编工艺美术产品的研
发、设计和编制，杨昌芹多次到上海
等地的美术院校进修，将学到的新理
念运用到立体精细竹编工艺中，推出
了更富时代气息的竹丝扣瓷、竹编书
画、竹编提包、竹编灯饰等创意产
品，得到广泛认可与市场青睐，远销
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

如今，赤水竹编逐渐形成集实用
性与观赏性为一体的竹编技艺特色。

“发展才是真正的传承，传统工艺需
要融入现代创新理念，实现可持续发
展。”杨昌芹说。

用竹编牵手更多人

“一根普通的慈竹作为原材料
出售，市场价大概是6元。经过我们
杀青、破篾、染色、拉丝、编织等20
多道工序，制成竹编工艺精品后，价
格可以攀升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
杨昌芹说。

2012 年，在赤水市政府的扶持
下，杨昌芹成立了牵手竹艺发展有限
公司。“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看到
很多老手艺没人做，起名叫‘牵手竹
艺’，就是想牵手更多人加入到竹编
行业中来，给妇女多一些在家乡就业
的机会。”杨昌芹说。

杨昌芹在当地陆续组织了多期竹
编培训班，面对面教授竹编技艺。21
岁的王从芳是杨昌芹竹编培训班的学
员之一，目前也是牵手竹艺发展有限
公司的正式员工。2018年3月，王从
芳从村人口中得知竹编培训班正在招
募学员，“当时村里很多人来这里学
竹编，有意愿就能学，还给补助，我
过来跟着杨老师学了3个月。我自己
很喜欢做手工，学完后就留下来继续
做竹编了，现在已经做了4年。”王从
芳说。

2018年，杨昌芹当选为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她带着自己编织的竹编
水杯走上全国两会的“代表通道”，

“竹编是我热爱的事业，我要用它编
织出乡亲们的小康之路。”杨昌芹说。

2019年，杨昌芹在赤水市大同镇
民族村成立了一个产学研基地，集加
工生产、学徒培训、产品研发等于一
体。2021年，杨昌芹的公司产值超过
1000 万元，拥有 34 项注册商标、12
项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被列入国家级
扶贫产品，带动帮扶了当地177户共
570人增收。

关于公司未来，杨昌芹说：“我们
希望把生产、加工、设计、研学、推广等
做成一条线，让‘赤水竹编’变成真正
的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晋韵华彩——山西琉璃艺术”线上展厅
里，一件永乐宫纯阳殿鸱吻釉色艳丽、造型精
美，拖动放大后，纹路清晰可见。有观众留
言：好精彩的线上展览，配乐也很完美！

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山西博物院及分馆
山西青铜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4月7日，山西
博物院将历年精品展览的360度全景导览、电
子书、高清图片、语音导览等“搬”到线上，

满足观众不同需求。观众可以在“山西博物
院”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展览导赏”栏目进入
线上展厅。

360度全景导览集纳了山西琉璃艺术展、丝
绸之路文物展、永乐宫保护与传承特展、红山
文化精品文物展、山西北朝墓葬壁画艺术展等
22个山西博物院历年精品展。

“全景导览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将展览
的线下场景实拍后还原到线上。”山西博物院对
外交流部工作人员段志沙介绍，“360度全景制
作具备语音解说、交互热点、展览页面自动旋
转观看等各项功能，让无法亲临博物馆现场的
人有更强的参与感、沉浸感。”

“博物馆在数字化呈现上，技术实现可能并
不复杂，关键是创意。怎么把不同主题的展览
用最适合的方式呈现出来，让用户觉得有趣
味且不脱离实际，这是我们博物馆人需要不断
思考的地方。”段志沙说。

对于书画类实体展览来讲，实体展品展现的
形式相对比较单一，受制于展品文物形制与文物
保护要求，书法作品只能隔柜向观众呈现，古籍
文物则更受限制，仅能局部呈现外观。

为此，山西博物院推出了展览电子书，采
用H5技术，对展览海报、书画平面展品进行设
计展示，突破实体展中无法详阅书籍的限制。

并通过对平面展品中内容关键要素的提炼展
示，将实体展不能呈现的展品细节进行数字化
设计呈现。

在“霜满龛红——傅山的生平、思想与学
术展”线上展厅，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的珍贵
手稿《因人私记》、四体书左思《咏史八首》等
书法作品一一呈现，观众可以不受空间、时间
限制，慢慢观赏。

近年来，为打造完善博物馆全媒体文化传
播体系，更好地为公众提供线上展览服务，山
西博物院围绕临时展览和基本陈列开展360度
全景展示、电子图册等数字化制作。从2016年

“发现山西——考古的故事”开始制作线上全景
展示起，截至目前，山西博物院推出近30个线
上展览，包括基本陈列和重要临时展览，线上
总浏览量超过50万次。

“线上展览的推出，既可以增加观众观展的
趣味性，又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永不落幕
的展览。”段志沙说。

当下，VR、三维建模、360 度全景导览等
数字技术在文博领域应用广泛，催生文物

“云”游热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西
各大文博场馆“闭馆不闭展”，相继推出“云观
展”“云游览”“云赏花”等活动，满足了疫情
期间群众的文化需求。

杨昌芹：

一根翠竹编起一方产业
许茂楠

杨昌芹展示新制作的竹丝。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杨昌芹展示新制作的竹丝。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非遗新生代
蕴传统之美 传时代精神

为瓷器插上文创的翅膀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靳 博

山西博物院推出线上精品展

“云端”共享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付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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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景明，山河如画。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

工业园区，天津市级非遗项目
陈氏制瓷 （手绘） 制作技艺的
传承和保护单位——观照轩
内，和煦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
进画室，李旺、董玉飞等多位
书画家正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瓷
瓶，沉浸在创作中：或笔走龙
蛇，或精心描绘……书法、绘
画、篆刻，“十八般武艺”让瓷
器熠熠生辉。

蕴传统之美，传时代精
神。传统瓷器在这里插上文创
的翅膀，一条非遗项目传承与
创新的路子渐渐明晰。

杨昌芹在加工竹子。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杨昌芹在加工竹子。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绘有葛沽旧景的观照轩瓷器。靳 博摄

观照轩烧制出品的艺术瓷水杯。观照轩供图

保存至今的陈氏家传瓷器。 观照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