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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FeatureA1

荫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徐殷 周 柠 / 摄

■ 傅立钢 /文

北京 APEC 峰会、G20 杭州峰会、金砖

五国峰会、一带一路北京峰会……伴随着作

为国礼一次次在国际重要会议中频频亮相，

精美的龙泉青瓷成为中国神韵的一道耀眼

风景，也成为本刊读者关注的焦点。

冬日午后，在杭商传媒会客厅与受邀来

访的徐殷先生见面。此次，徐殷来杭州参加

第三届中国工匠大会，作为唯一一位受邀的

龙泉青瓷工匠，他担负着龙泉青瓷推广“大

使”的重任。

推陈出新 法古宜今

采访之前笔者阅读了关于徐殷的各类

采访报道，拥有众多头衔如浙江省 151 第二

层次人才（徐殷是浙江省青瓷行业首位)、浙
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的徐殷，却似乎并不愿过

多谈论他自己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他几次对

笔者说，他只希望能更多报道和推广龙泉青

瓷。他到底是怎样一位龙泉青瓷的匠人和守

护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专

家王春城与徐殷因青瓷而结缘，多年来目睹

了他的创作之路，王春城对徐殷的印象是，

“其作品有端庄者,有雍容者,有典雅者,有皇

家大气者, 承古不泥古, 大胆创新, 自成一

家”。

1969 年，徐殷出生于浙江龙泉一个广

告世家，他的弟弟现在也是当地广告界的翘

楚。说起家庭对他的影响，他认为，对从事艺

术的人来说，审美是相通的，广告的艺术之

美，融入了他日后的青瓷制作之中。徐殷自

小就在瓷土堆里玩耍，与青瓷结下了不解之

缘，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日复一日的执着，成

就了他的艺术人生。

如今，徐殷已经在青瓷的传承和创新道

路上坚守了整整 30 年，对龙泉青瓷学术研

究和烧制技艺创新开发，龙泉青瓷从工艺设

计、生产管理到釉料研究、烧制成型，徐殷都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青瓷行业摸爬滚打 30 年，徐殷取得

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独创的“佳之韵”浮

雕瓷画，成为龙泉青瓷的首个发明专利。该

产品既体现了龙泉青瓷“晶莹剔透、古朴端

庄、高雅清醇”的特色，又将诗书及雕刻艺术

融为一体，使浮雕瓷画的色彩更为绚丽，内

容更为丰富，表现力更强，装饰效果更突出，

且具有不变形、不褪色、不陈旧，绿色环保之

优点，是一种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的新型高

档装饰品。“浮雕瓷画”的问世，开辟了龙泉

青瓷及各类陶瓷工艺品的新天地，突破了龙

泉青瓷瓶瓶罐罐的传统造型，让千年青瓷第

一次从架台上走到了墙上，是龙泉青瓷发展

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创新。徐殷先后设计出

近 300 余种优秀新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

专家及收藏家的肯定，并频频获得国际、国

内各项大奖。其业绩被选入《中国专利发明

人大全》《中国民间艺人》《世界优秀专家人

才名典》名人录。

在徐殷眼中，龙泉青瓷独到之处，在于

其无与伦比的青釉之美。龙泉青瓷施用的釉

料经历了由石灰釉，向石灰碱釉的改进。南

宋中期，龙泉窑反复研究追求其釉料的最佳

组合，使其釉色达到青翠秀丽的境界。石灰

碱釉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实现了龙泉青瓷釉

质色的飞跃，登上了我国青瓷釉色的顶峰。

而铁胎龙泉青瓷，是龙泉窑青瓷之上品，烧

制难度大，一直成为青瓷艺人追求的方向。

从艺以来，徐殷在铁胎与青釉结合方面一直

全身心地投入。利用本地原矿，从坯泥、釉料

等方面入手，在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料配

比，铁胎龙泉青瓷工艺难点攻克、造型突破

等方面，进行反复试验研究，青釉表现达到

南宋龙泉青瓷顶尖水平，铁胎青瓷造型更加

丰富，成品率也不断提升。

2019 年，徐殷一组铁胎作品《华夏遗

蕴———文房拾遗》，成功获得十项外观设计

专利。华夏遗韵之文房拾遗系列作品，是徐

殷近年来的又一精品力作，该系列包含了笔

筒、镇纸、砚滴、印奁、香炉……林林总总十

数件文房器，每样都结合了传统国学之哲

理，阴阳五行、日月星辰、思想感悟等等，中

华传统文化在同一系列作品中被融为一体，

蕴含了个体证悟后的巧思，也蕴含了徐殷大

胆、梦幻般的设计理念，有匠心无匠俗，可称

他又一杰出代表作。

龙泉青瓷 极简之美

山青水秀的浙江龙泉，地处浙西南一

隅，因龙泉青瓷和龙泉宝剑而闻名于世，传

唱千年。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龙泉青瓷、

宝剑艺术巨匠，也因这两件大自然赐予龙泉

的宝物而千古流芳。

龙泉青瓷始于三国西晋，盛于南宋。从

唐朝到宋朝，审美可谓拐了一个大弯。跟

随着徐殷的描述，笔者仿佛穿越到了南宋，

由唐代花花绿绿、浓脂艳抹的风格，突然转

向南宋淡雅的极简美学。相当于街头绿衣

红裤、锣鼓喧天的东北大妈腰鼓队，突然画

风一转，变成西湖断桥上一身素雅，吴侬软

语的小百花越剧团。审美风格的转换，也

影响了青瓷制作。青瓷的造型简单准确，

到了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地步，没有

一点多余。

徐殷喜爱青瓷气质朴素无华但又蕴含

独特的气韵，宛如大家闺秀。它无需向外张

扬，却让你时时知道它的存在，感受到它素

雅却自信的美感。青瓷的美，与宋人追求返

璞归真的自然主义不无关系。当笔者问起谁

是他最崇敬的人，徐殷不假思索地说是宋徽

宗，正是这位艺术皇帝，构成了一个比以往

任何朝代都更为庞大且更有文化素养的阶

层。由此，青瓷就极大地倾注了这种浓厚的

人文色彩，并上升到一种透彻了悟的哲学高

度。龙泉青瓷的魅力，美在七分人为，三分天

成。窑火炼烧下，因着釉的流留作用，在器物

上产生了过渡色。积釉薄厚，如水墨渲染，是

符合宋代审美，可寄托宋人闲逸之心的。龙

泉青瓷与宋画，有着异曲同工的共通之处，

两者的大美都呈现在留白的地方。

青瓷的釉所展现的特征是淳朴、自然、

大气，但是无法让人一眼看透，使得瓷器的

美学含义和科技含量，都达到了中国陶瓷历

史的巅峰。宋官窑瓷器中，以单色釉的高度

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这或许

与宋人崇尚接近自然的青色釉有关。其实，

魏晋时期青瓷已经风行，这种崇尚青瓷的审

美，到了宋代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崇和发展。

龙泉青瓷分两个窑系，一个是哥窑，一个是

弟窑，哥窑会开片，弟窑开慢片。哥窑的神奇

之处在于它是有生命的，它可以跟你对话，

一千年、两千年都在裂，你会经常听到“噹”

的声音。弟窑的神奇之处在它春夏秋冬、早

晚阴晴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绿色。

宋徽宗提出“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

色做将来”的标准，偏于一隅的南宋朝廷，被

苏杭的青山绿水迷住，以绿色为基调的釉色

从此大受欢迎。自此，龙泉青瓷迎来了大发

展的时代，烧造出令世人惊叹的梅子青和粉

青瓷器。南宋虽然只延续了一百多年。但梅

子青和粉青瓷器，却成为永恒的美，成为传

世艺术品。

在徐殷眼中，龙泉青瓷的美不仅在外

表，更在其内蕴。龙泉青瓷五美并臻，兼具水

墨渲染之美、含蓄之美、残缺之美、自然之美

和简约之美。不仅如此，一枚小小之器，还能

融会儒释道和周易文化。他轻举起手边的茶

荩荩荩咱紧转 A2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