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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曉，歷代先民用山柴燒陶，丘陵上，
一路蜿蜒着龍形磚窯。」漫步在銅官古街，街
邊古色古香的陶器，空氣裡瀰漫的陶土味，點
點滴滴都能讓人感受到陶瓷藝術的氣息。
臨街的一家陶藝吧，木結構的老房子裡，陶

几陶凳微微生涼，琳琅滿目的古韻釉彩陶器靜
靜地擺在木架上。一眼掃去，一旁案几上還擺
着幾個隨手捏成的陶瓷茶具，質地粗獷，造型
別致。製陶大師、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彭望
球身着印有「火焰銅官」的上衣，大笑着從屋
外走進來，熱情的邀請大家一起圍坐陶爐炭火
邊，陶罐煮茶竹勺舀水，品茗論道。

家傳陶藝 沿海創業
「小時候外祖父（劉子振，業界有「北有泥

人張，南有泥人劉」的說法。）在捏陶時，我
總喜歡在他身邊打轉，耳濡目染，也就愛上了
陶藝。」彭望球出生於陶瓷世家，家族從明朝
開始便世代製陶。
13歲便開始拜師學藝的彭望球，對陶瓷有着

更高的渴望。在他看來，浸潤於八百里洞庭之
尾的長沙窯，理應更具靈性。「長沙窯多產
器，這才是銅官精神文化的根。」所謂
「器」，是指銅官陶主要製作生活用品，而不
是用來裝飾的藝術陶。
九十年代末起，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

銅官陶器由於跟不上時代的節拍，銷路嚴重受
阻，大批銅官陶工來到廣東等發達地區討生
活，年輕的彭望球也是其中的一員。
他在潮州創辦了自己的陶藝工作室。潮州人

對技藝的執着讓他很是觸動。「那時候很早就
起床，和陶泥、拉胚……一遍又一遍，就為了
練習手指的精準和力度，一天到晚滿手泥巴是
常事。」
彭望球談起那段經歷，自言辛苦之中，也是

收穫滿滿在那裡，他進一步精進了自己的製陶
技術，同時開闊了自己的眼界，在藝術上的創
新意識也有了質的飛躍，而這點對他至為重
要。

突破傳統 創新茶陶
2009年當地政府花大力氣重振銅官製陶業，

重修了銅官街，並邀請散落各地的銅官陶藝人
回鄉創業。
彭望球是第一批回鄉創業的陶藝人，他說：

「傳承和發展銅官陶藝，就是保護我們自己的
文化傳統和家鄉記憶。」彭望球告訴記者，舊
時銅官主要生產粗獷的日用陶為主，早就跟不
上時代的發展，只有在原有基礎上求新求變，
才能延續「長沙窯」的輝煌。
意識到這一點後，彭望球注意到國內逐步興

起的黑茶熱。湖南黑茶生產有着悠久的歷史，
以前主要銷往邊疆少數民族，用來烹煮奶茶。
但近幾年來，由於黑茶的養生與保健功效，逐
步受到市場歡迎。
「湖南有着悠久的黑茶歷史，可惜沒有與之

相應的茶文化以及配套的茶器。」出於對湖南
的黑茶的偏愛與理解，在他看來，產自銅官十
里窯場的陶土，經過揉、搓、壓、塑，加上火
的鍛燒產生的「窯變」，歷經壓、滾、槌、
焙、晾、曬的湖南黑茶，都有一種粗獷的外觀
與堅韌的內在，在氣質上相得益彰。
彭望球介紹，陶作為茶器，還有一個獨特的

優勢，陶的結構比瓷器或者其他玻璃、金屬器
皿都要疏鬆，經過較長時間泡茶之後，茶器與
茶水會產生化學反應，能軟化水質，口感更
佳。彭望球將之稱為「會呼吸的茶陶」。說
着，他還特地將茶水分別倒入陶杯和瓷杯之
中，請記者親自感受。記者細品之下，似乎陶
杯裡的茶水更甜潤一些。

改良工藝 兩年艱辛
在明確為黑茶做茶器的思路之後，彭望球認

為要真正融入茶文化，還要對傳統的製陶工藝
進行改良。
「我有了這個想法，就立刻做起來。我要改

變外界對陶粗糙的印象。」隨後的兩年時間，
彭望球不分白天黑夜泡在工作室，一遍一遍的
嘗試陶土和其他材料不同的比例調配，一遍一
遍的燒製、失敗、再燒製。「當時整個人很累
很疲倦，幾乎都想放棄了。」彭望球坦承。
除此之外，也有同行對他的想法

提出異議，認為他這是「麻布袋上
繡花」，一不可能實現，二也沒有
價值。但彭望球堅持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銅官陶傳統的製作工藝很粗
糙，此外一成不變的器型與釉色，
都已經脫離了現代的審美，如果不
探索一條新的路子，銅官陶的復興
無異一場鏡花水月。
「我到今天都還記得開窯那天的

場景，天空濛濛的，我看着陶器渾
然天成的綠釉紋路，愣了一下，然

後高興地跳起來大喊大叫。」談起試製成功那
天的情形，彭望球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現代審美匠心獨運
彭望球拿起一個他用新工藝製作的陶茶罐，

果然與傳統的銅官陶有很大的不同，器形上，
他的作品更具現代感，符合現代藝術的審美；
茶罐表面更加精緻，釉色也脫離了原來固有的
青灰色和泥褐色，色彩以深色為主，但又有更
多的變化。
彭望球向記者介紹，這種色系的靈感來自梵

高的油畫《星空》，那種釉色又借鑒了中國畫
裡的青綠山水……他如數家珍，一一道來，充
滿了成功的滿足感。
記者環顧木架上陳列的各種茶陶器具，有的

器形古拙，有的則追求表面的流線型和光亮的
釉面，大到茶罐，小到茶杯，都能看出製作者
的靈感與用心。這些茶器與現代的家庭搭配，
本身就已經成為精緻的藝術品。
彭望球的茶器，已經受到越來越多愛茶人的

喜愛，也有許多收藏愛好者買去作藝術品收
藏。初獲成功喜悅的彭望球並不滿足，他說，
他要在製陶工藝上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還要將
作品形成一個完整的系列，覆蓋黑茶文化的整
個環節，形成自己的品牌。

捏土為陶捏土為陶 為茶作器為茶作器
銅官陶人彭望球銅官陶人彭望球
回溯一千多年前的盛唐，自古有「長沙窯」之稱的湖南

望城銅官古鎮，製陶業盛極一時。隨着時代變遷，歷經繁

盛衰落，今日窯火未冷，窯工尚在。繼承陶藝世家血脈的

民間製陶大師、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彭望球萌生將湖南

黑茶文化融入窯火文化的想法，為茶做器，研創茶陶，為

古老「長沙窯」的陶文化增添時代的活力。

文、攝：香港文匯報湖南辦事處記者董曉楠

北起銅官鎮，沿湘江東岸河濱往南，直至石渚湖一帶，便是一千多
年前的古銅官窯（也稱長沙窯）的十里窯場。早在唐朝，銅官鎮及其
東南就形成了上千人生產的窯場。
昔時窯火繁盛，燒窯的焰火倒映在江水上，遠處望去，火紅一片。

升騰起的煙霧可以染濁洞庭口岸的白雲。杜甫曾坐船經過銅官，將窯
火誤以為春火，寫下「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的詩句。
坐落在湘江河岸的銅官街，曾見證過銅官窯彩瓷的無限風光，作為

重要的交易場所，接待了天南地北的陶瓷商人。經由海上「陶瓷之
路」，銅官產品大量出口東南亞、北非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裡一
度成為世界級工廠，與越窯、邢窯齊名為我國唐代三大出口瓷窯。
1988年9月，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打撈出的「黑石號」沉船很好

地佐證了這一點。船體中完好地保存的67000多件唐代瓷器，長沙銅
官窯瓷器佔中84%。同年，長沙銅官窯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
五代之際，這裡的繁盛景象逐漸衰落。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銅

官的陶瓷產業迎來了一波高潮。銅官陶瓷行業協會秘書長易國根稱，
「當時擁有陶工8000餘人，生產的1700多個品種的產品銷往美國等
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形勢大好。」
本世紀初，在市場經濟衝擊下，銅官陶瓷生產逐漸步入低谷。各工

廠相繼停產，工人下崗。從繁盛到冷落，從喧囂到寧靜，銅官也正經
歷着和其他古鎮同樣的命運。

長沙窯長沙窯：：
跨越千年的陶都跨越千年的陶都

■茶陶器形
更 具 現 代
感，配飾更
多樣。

■茶陶釉色
不僅限於傳
統青灰色和
泥褐色。

■■茶陶器具及包裝茶陶器具及包裝。。

■■改良工藝後的茶陶從器形改良工藝後的茶陶從器形、、釉色上都有別於傳統銅官陶釉色上都有別於傳統銅官陶。。

■■彭望球正在向彭望球正在向
記者展示他的茶記者展示他的茶
陶作品陶作品。。

■■歸於寧靜的銅官古街陶藝氣息仍然濃厚歸於寧靜的銅官古街陶藝氣息仍然濃厚。。

5月31日，由中國現代藝術研究院、中國北京書畫院和長春市鑫鵬計
算機培訓學校共同舉辦的「當代實力派書畫家——趙君書畫作品展」在
中嵐珠寶廣場舉行了揭幕儀式。
趙君1951年4月18日出生於瀋陽。14歲習書法，現為北大資源學院
教授、北京東方大學傳統文化學院副院長、山東省人文藝術研究院研究
員、世界收藏聯合會名譽主席等。2009年被評為「中國書畫十
傑」，其作品作為「國禮」贈送到國外。多次參加全國書畫作品
展，並榮獲「人民喜愛的書畫家」、「德藝雙馨書畫家」、「建
黨九十周年特別獎」、「中韓文化使者」等榮譽稱號。作品被鐫
刻在山西臨汾「堯陵」碑牆上。在電視劇《中國地》的拍攝基
地，遼寧省朝陽市清風嶺景區鐫刻趙君作品「塞北仙境清風嶺，
一方淨土中國地」。
書藝方面，趙君先生兼修行楷、行書、行草、草書、甲骨文等

多體。經多年潛心探索，已自成一格。至於畫藝，趙君則另闢蹊
徑，專攻古樹、老樹、枯樹、殘樹，為國內極少數畫樹的畫家之

一，素有「老樹趙」之譽。
本次展覽共展出了趙君先生精心創作的62幅書畫作品，這當中既有

丈二、丈六、丈八的巨製，也有八尺、六尺、四尺和斗方等不同規格的
書畫作品；其書法作品囊括了草書、行書、楷書等多種書體；其畫作則
主要以胡楊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

藝訊趙君書畫作品展亮相春城

■趙君書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