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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師信息庫 填補鑒定缺失

三彩與時俱進
擺脫陪葬氣息

過去外地遊客到了河南，多會抽時間逛逛商
場和超市，很多遊客反映，找不到足以代

表河南的特產，但卻極少有人會在緊張的行程中
抽出時間專程去古玩市場。足以代表河南的各大
名瓷面臨「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尷尬局面。
4年前，河南的瓷器店面還僅限於古玩市場，

瓷器的影響力也只輻射窯場的周邊。以鈞瓷為
例，在2011年，其影響力僅限於許昌地區。據
中國工藝美術協會理事、河南省工藝美術協會副
理事長孫軍估計：「當時全鄭州的鈞瓷店也就十
餘家。」這與數年後的今天，全鄭州近200家鈞
瓷店面形成強烈的反差。
在孫軍的記憶中，當時不僅店面少，也沒有一

個正式的組織去推動鈞瓷，其他瓷種的發展情況
也極為相似，業界如一潭死水。
從事百貨業經營的大商業集團的一位負責人在

走訪了鄭州市的各大商場和超市之後，產生疑
問：為什麼外地人到了鄭州在商場裡找不到足以
代表河南的工藝品？彼時孫軍才意識到，河南的
瓷器在大雅之堂上待的太久，已經脫離地氣。
他的這個問題提醒了孫軍，也影響了河南的瓷

器界。他們聯合起來邀請商界和營銷界人士進行
了一次座談，得出結論：河南瓷器要想有更大的
發展，必須結束當時「小國寡民」的狀態，突破
自己的圈子，到更廣闊的空間裡去施展拳腳。自
此，河南瓷器的市場化征程也就此起航。

「當代收藏」國內推廣
在當年成立的全國鈞瓷收藏家聯誼會上，他們

第一次提出鈞瓷當代收藏概念。同時，為了助推
瓷器的發展，一系列活動相繼舉辦，很多群體和
組織不斷成立，在全國12個省市也建立了全國
鈞瓷收藏家聯誼會分會，在全國範圍內點燃了推
廣河南瓷器的星星之火。與此同時，在社會資本
的參與下，一大批瓷器場館、展館相繼建立，為
瓷器的交流、展示、銷售提供了眾多平台。但
是，這時的瓷器還停留在陳設品的層面，沒有跨
出走進商場第一步。因為，走進商場就要針對其
特點創作出新的產品。

為商場打造「專屬」產品
河南的傳統瓷器製作主要針對古玩城和瓷器

店，為商場打造「專屬」產品還是空白。實用
性、精巧型、方面攜帶、包裝精美、便於展示是
走進商場必須具備的特質，體積重量巨大的傳統
瓷器往往會給購買者帶來極大的難度。經過慎重

篩選，河南陶瓷界
從上百家瓷廠中選
擇了有代表性的瓷
器工藝品，分別為
王秋紅製作的鈞
瓷、郭愛和的三彩
藝、李學武的牡丹
瓷、柴戰柱的絞胎
瓷，在2012年進入
鄭州市紫荊山百貨大樓中。
「從今天的效果來看，當初預想的效果基本

達到，瓷器的影響力對外大大增加。」孫軍說，
「這也證明了之前說的話，瓷器要想有大的發
展，必須進入更大的市場空間。」他坦承，以前
為了滿足小眾的需求，放棄大的市場，一直缺乏
跳到廣闊空間的勇氣，這次勇敢的嘗試，也打開
了河南瓷器發展的格局。也因此，孫軍被業內譽
為「河南瓷器進商場第一人」。

而今，河南陶瓷作品，無論在規格
還是創作題材上，其形式都大大靈
活，其受眾面也不斷擴張。業界至今
仍有一句「陶瓷美好生活」的口號，
提出陶瓷不僅具有實用和陳設功能還
可以融入到個人的生活當中，無論是
書房、客廳、臥室，都可以用別緻的
瓷器來裝點。孫軍特別提出：不要以
收藏人的心態去揣摩普通人的心思。
因為，並非所有瓷器買家都是為了升
值，大多數普通受眾是為了精巧瓷器
的趣味性和生活化而來。

「在陳列櫃中不是對瓷器的保護，
通過創新融入生活才是對瓷器最好的
保護」，孫軍說。他還以鈞瓷為例說
明創新對於發展的重要性。據他介
紹，當代鈞瓷與建國之初的鈞瓷風格
已經有差異，與民國、清代、宋代的
區別就更大，但是這不僅沒有使鈞瓷
衰落，更使鈞瓷的發展超越其他瓷
器。而且鈞瓷釉色上創新還結束了中
國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產生巨
大影響。他認為，只有不斷創新，才
能使作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創新推動保護
陶瓷融入生活

大師精心設計的造型被普通人競
相模仿甚至有人拿去評獎，在河南
陶瓷界屢見不鮮。
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劉志鈞則

對模仿現象深惡痛絕，尤其是在參
加全國範圍內評獎時，賽事組委會
多次受到投訴，說有獲獎作品涉嫌
模仿。他認為：「這大大損害了外
界對河南瓷器界的形象。」
據記者了解，河南省保護作品產

權的主要做法是推動大師落款制和
申請專利，尚沒有鑒定作品是否為
大師作品的官方機構。

申請專利難防抄襲
但在實踐中，專利申請無法從

根本上斷絕剽竊抄襲現象。河南

省陶瓷藝術大師、河南省工藝美
術大師柴戰柱對恢復和發展失傳
近千年的絞胎瓷工藝做出了努力
和貢獻，現已經獲得專利發明 4
項，省級科技成果2項。雖然他的
作品已經申請專利，還是有人偷
師並仿製，甚至盜用他「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名號，公然
叫賣仿製絞胎瓷。對此，柴戰柱
非常痛心，他認為，相互切磋技
藝可以接受，但卻無法接受這種
「坐收漁翁之利」的行為，這種
行為並不利於瓷器的復興與發
展。盲目模仿不僅是對知識產權
擁有者的不尊重，拙劣的模仿水
平也影響了原作者的形象。
據業內人士透露，為了保護大師

作品的權益，河南瓷器界欲依靠行
業自律，由德高望重的業內人士組
成「故去大師專家組」，此舉將有
效彌補官方鑒定機構缺失的空白。
如果專家組成立，對於有知識產權
爭議的作品，將由專家組進行評

定。據孫軍透露，他們還將利用現
代科技，建立當代大師信息數據
庫，屆時，對於行業內大師，其個
人信息和代表作品信息均可上傳數
據庫，不僅能夠保護其作品，也可
以防止「假大師」的出現。

在河南省的瓷器作品中，三彩藝是一種獨特的存
在。它是由中國陶瓷藝術大師、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
師郭愛和在繼承唐三彩的基礎上，將立體作品通過平
面的形式來體現，不僅藝術特點更加絢麗多姿，也使
三彩擺脫陪葬品的特點，更加適合作市內裝飾品
此外，三彩藝還可以緊跟時政熱點、流行語進行創
作。柴戰柱的絞胎瓷創作也常常跟隨時代的步伐，如
《絲綢之路》等經典作品就是受當下熱點的啟發。
「由於三彩藝創新太快，形式和內容都不受任何局
限，模仿者已經跟不上郭愛和創作的步伐。」河南省
工藝美術館館長劉延忠笑稱，「同時，也是模仿品促
使郭愛和進行創新。」

河南雖然名瓷眾多，但在全國市場佔有率不高。傳統瓷器收藏「曲高和

寡」，加上抄襲模仿導致作品水平參差不齊，不僅使創作者失去前進的動力，

也使整個圈子故步自封，在狹小的市場上爭名奪利而沒有開疆闢土的決心。直

到近些年，河南瓷器走上市場化道路，始開拓了嶄新的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靳中興劉蕊河南報道

三之二

打磨自身品牌
傳承助力創新

對於瓷器的市場化，唐三彩燒製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高水
旺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瓷種市場化不僅要創新，更要
打造自身的品牌，進而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做好
品牌也是走出河南、走出國門的關鍵所在。而由瓷器引發
的經濟效益、文化傳播功能無不需要以品牌作為軸心。」
他說。
從事唐三彩傳承多年的高水旺，對於盲目的創新引發的

失敗有深刻的體會，他親眼目睹不少以創新為名的三彩作
品壓縮生產成本、工藝粗糙，造成藝術效果的降低，使得
令人賞心悅目的高檔藝術品，最終淪為地攤貨。他在傳承
唐三彩的基礎上，結合時政、網絡流行語、文化而製作的
三彩作品，擁有較大的市場認可度。

■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
劉志鈞。 本報河南傳真

■商場中瓷器作品簡便易攜、形式多樣。 本報河南傳真

■牡丹瓷作品可成為家中精巧的擺設。
本報河南傳真

■王秋紅和她的鈞瓷作品作為代表性王秋紅和她的鈞瓷作品作為代表性
產品進入商場銷售產品進入商場銷售。。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圖為焦作絞胎瓷工程研究中心。陶瓷研究或
展覽機構近年在河南紛紛建立。 本報河南傳真

■緊扣時代主題的絞
胎瓷作品《絲綢之
路》。本報河南傳真

■■商場陳列桂中各樣的瓷商場陳列桂中各樣的瓷
器作品足以另顧客流連忘器作品足以另顧客流連忘
返返。。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