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说起“博物馆”，许多人都会在脑海中浮

现出一些画面，一些陈列在玻璃柜中的“宝
贝”，是的，博物馆里通常有海量的宝贝。然
而，博物馆又的的确确也不应该仅仅是个收藏
宝贝的“仓库”。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城市
的精神公园———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传统，社
会的，经济的，民俗的，过去、现在、未来，
博物馆是个好地方。齐鲁大地，物华天宝，有
多少你想知道而又不曾了解的故事？从今天开
始，我们的记者将带你走进一批主题博物馆，
作一番深入探访。

在博物馆里，你可以用眼睛去“看”，也
可以用心去“听”，就像这篇《聆听“陶
瓷”》。

□ 本报记者 赵小菊 马景阳

陶瓷，固化的历史，讲述的却是传承。走
进淄博的中国陶瓷博物馆，可以聆听到历史的
回音，更能感受到未来的脚步。

中国陶瓷第一馆

原本一家市级陶瓷博物馆，何以撑得起
“中国陶瓷博物馆”的称号？这是未走进馆内
时埋藏在我心底的最大疑问。

步入其中，一座只有窑膛及炉底的残破窑
炉开启了淄博8000年的陶瓷制造史。完整的陶
瓷历史沿革，使淄博以本土陶瓷书写了一部完
整的陶瓷发展史，撑起了一个“国字头”的博
物馆。

在这里，我们寻得到陶瓷的源——— 后李文
化遗址中出土的简陋而原始的“中华第一
窑”，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烧制陶器的窑
炉，光辉灿烂的陶瓷发展画卷由此逐渐推开。

在这里，我们看得到顶尖陶瓷工艺的沿
革。外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鸡蛋壳的龙山文
化时期蛋壳陶彪炳汗青；釉色青中泛黄，通体
装饰莲瓣、宝相花纹的青瓷莲花尊代表了南北
朝时期青瓷的最高水平；釉色黄绿、清丽古朴
的茶叶末釉，黑色釉面上闪烁银光的雨点釉在
名瓷辈出的宋代也毫不逊色。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到陶瓷的
未来，以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瓷，

合成骨瓷、炻(shí)器等五朵金花为代表的新
瓷种开拓了老传统行业发展的崭新广阔天地，
成就了日用陶瓷发展的顶尖水准。

这里的陶瓷上还流转着“情”，偌大的馆
内收藏的精品有众多源自民间捐献，其中不乏
收藏名家、陶艺大师之名品。更有一名为乌瑞
克·哥德马赫的德国友人，只因偶至中国陶瓷博
物馆参观，深为中国陶瓷的精美及历史文化内
涵所迷，先后向馆内捐赠50万元人民币，期待
绚烂的中国陶瓷艺术世代传承。

当前，中国五大陶瓷产区的广东佛山、江
西景德镇、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和山东淄博均
建起了自己的陶瓷博物馆，淄博陶瓷博物馆却
以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展品最全”将
“中国陶瓷第一馆”的美誉揽入怀中。

触摸似远实近的历史

与极尽精巧、华美的景德镇艺术陶瓷相
比，这里展示出的更多的是世俗生活，凝视陶
瓷馆的每一件瓷器，似乎都可以触摸到活泼泼
的世俗风情。

陶瓷展览，一般更着重于对顶尖工艺、华
丽精品的展示，总能引起观者的惊叹却也拉远
了普通人与陶瓷的距离。因此，当中国陶瓷博
物馆民俗厅一排土制青花鱼纹盘展现在眼前的
时候，让人不由生起一种亲切感。

“哎呀，我小时候在姥姥家见过这种盘
子！”“这个我们家还用过呢。”这时起的惊
呼声，瞬间拉近了冰冷的陶瓷与矜持的参观者
之间的距离。盘大、质沉，一条条深具独特写
意画风的硕大鲤鱼腾跃盘中，稍显粗糙，但却
凝聚着从古至今普通百姓最质朴的心愿——— 富
足、有余，总能在瞬间勾起人们对心中最温暖
的“家”的回忆。

精美的艺术陶瓷装点生活，淳朴、粗放的
日用陶瓷则盛载着生活。“这个叫做‘婆
婆’，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做什么用的。”讲
解员刘冬威将观者的视线引向一个造型奇特的
陶瓷制品。大家惊奇地发现，那与当下常见的
“宝宝椅”极为相似，可将小孩圈坐其中，又
有两个开口可供小腿舒服地伸出，底部形如大
缸，“就算小孩不老实摇晃，它也不会倒。”

在塑料制品普及以前，陶瓷器皿几乎是须
臾不可离的，独具匠心的民间智慧在一件件陶
瓷制品上闪光：饮有爵觚杯盏，食有盆盘碗
碟，照明的灯、饮水的壶、睡眠的枕、储物的
瓮、闲坐的墩……民窑器物虽不及官窑的精美
细腻，却自然勾勒出一幅幅鲜活可感的世俗图
景，正如展厅中那组《陶魂》群雕，看得到陶
器出炉时陶工们脸上的欢笑，听得到杯盘上
桌、家人欢聚时的喧闹……

实用与美一脉传承

实用与美，在陶瓷史上几乎从未分割。从陶
瓷馆梳理的陶瓷发展脉络来看，在最初用来盛
物、蒸煮的实用性陶器出现后不久，装饰花纹、精
巧造型就开始为先人们所追求并逐渐推向极致。

当代的淄博陶瓷很好地传承了淄博民用陶
瓷的深厚历史底蕴。“目前淄博的日用陶瓷在
全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中国陶瓷博物馆
馆长韩克新说，当代淄博的陶瓷产业追求的是
“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实用
与美的融合，不只彰显着当下人们对生活情趣

的追求，在当代，它更成为了支撑陶瓷产业发
展、价值提升的载体。

“陶瓷叠加了艺术，才真正提升和体现了它
的价值。”领衔日用陶瓷产业的华光陶瓷秉承这
一理念，与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联手，将优雅的
青绿色揉入晶莹的釉层里，将艺术大师对美的感
悟融合进典雅的器型中，蕴含“雨过天青”之美的
华青瓷观之晶莹温润、类玉似冰，收入陶瓷馆中
与来自故宫的古代白瓷精品共展，丝毫不逊风
华，在市场上，出自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之手的
精品业已突破单价50万元。

“目前，山东的14位陶瓷业国家级艺术大师
都在淄博，文化内涵、艺术底蕴赋予了陶瓷产业
的高附加值，也将陶瓷工业这一传统产业的属性
由工业制造业逐步推向文化产业。”韩克新表示。
据测算，当前3000元的一吨泥制成中档陶瓷日用
产品即可产生20万元的销售价值。

新篇章正在书写

“您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接下来看到的确
实都是陶瓷。”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刘冬威
的这一提醒在最初让很多人不以为然，但现实
却会实实在在地验证它的必要性。

不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有些年头的木凳、从
哪个细节观察都是一张折叠的报纸，可它们又
确实是陶瓷制品，如果说这挑战了你对陶瓷的
心理定义的话，一系列高新科技陶瓷产品会彻
底颠覆你对陶瓷的传统认知。耐高温的陶瓷
布、锋利的陶瓷刀，导弹的弹头外壳、宇宙飞
船的外表涂层……新型陶瓷、高新科技让古老
的陶瓷焕发了新的生机。

陶瓷，在淄博真正成为了一个古老而又年
轻的产业。辉煌的历史深藏当代陶瓷人的心
底，他们更乐于称道的是他们的现在和未来。
80%的国家机关用瓷淄博造，彰显着淄博日用
陶瓷的顶尖工艺，陶瓷新材料的研发应用更凸
显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过，陶瓷馆展现出的不光是足以引以为
傲的成绩。除国内陶瓷大观外，展区内还陈列
着来自韩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日用陶瓷制
品，与之相比，淄博陶瓷工艺化发展水平的差
距最让韩克新忧虑。英国等地日用陶瓷在成型
工艺上远超国内行业，售价更让淄博陶瓷望尘
莫及。“这不仅是行业本身的原因，而是国家
整体工艺水平的差距。我们可以通过引进设备
达到相同的工艺水平，再加上我们厚重的传统
文化底蕴，本土日用陶瓷完全可以与他们一较
高低。”韩克新说。

当下的淄博陶瓷正在齐声唱响“淄博陶
瓷、当代国窑”的主旋律，从历史中传承经
典，从创新中汲取动力，以高标准引领升级，
中国陶瓷博物馆记载的陶瓷篇章仍在续写。

◆相关链接

中国陶瓷博物馆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中国陶瓷五大产

区之一。坐落于此的中国陶瓷博物馆展销面积
15000平方米，展品10000余件，是目前国内展示
面积最大、品种最齐全、展示水平最高的现代
化陶瓷博物馆之一，该馆全面展示了从新石器
时代至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文化，展现了建国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陶瓷工业的最高
艺术水平和最新发展成就，为国家AAAA级旅
游景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山东省优秀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 (赵小菊)

陶瓷标记的历史

陶，诞生于火，在远古时期，这一土与火
的结合代表了最初的人类文明。从8500年前的
后李文化一直到秦汉时期，陶的器型、工艺发
展展示着清晰的历史文化脉络。

魏晋以后，淄博境内战乱频繁，但瓷业的
萌芽，却开始在被战乱的马蹄踏破的陶罐陶釜
碎片中渐露头角。陶，可见于世界多处远古文
明之中，而独特的中华文明则孕育出了瓷———
由此，“CHINA”(瓷器)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
显著标签。

三国时期，淄博成了我国北方的制瓷中
心，淄博制瓷业从北朝至元代有连绵不断的文
化脉络，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北方惟一完整的文
化序列。

元代以后，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后来居
上，所产瓷多为贡品，淄博瓷退隐。

淄博瓷的真正复兴，是在建国后，日用陶
瓷新品种和艺术创新成为独特的风格，2004年8
月，淄博被国家命名为“中国陶瓷名城”。而
将绘画、书法、雕刻相结合的刻瓷更是当代淄
博陶瓷的一大亮点，成就了“世界刻瓷在中
国，中国刻瓷看淄博”之说。 (赵小菊)

□本报记者 王 爽 实习生 侯 林

滋润中的“钱荒”

“不是在融资，就是在去融资的路上。”
这是济南一位小企业主的QQ签名，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在当前流动性不断紧缩的背景下，小
额贷款公司的日子应该过得挺“滋润”。

作为济南第一批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之一，
鲁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今年5月迎来了它的
周岁“生日”，而其中最令人振奋的“生日”礼物，
是运营以来一直都不失活跃的业绩单。

“截至今年4月底，已累计发放贷款3 . 83
亿元，共计693笔。而且，客户的融资需求在持
续增加，今年年后生意尤其好。”公司总经理
王宁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简直可以用
“壮观”形容，“我们的客户既有中小企业也
有个体工商户，一些诚信资格良好的个人消费
贷款对象，也出现在客户群体中。”

不过，面对市场融资需求的源源不断，小
额贷款公司的后续资金来源，已经成为现实问
题。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小额
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集资和吸收公众
存款。”而这种“只贷不存”的模式，注定了
小额贷款公司最终闹“钱荒”的命运。

王宁说：“小贷公司的贷款本金其实就是
注册资本金，我们算是比较大的公司，注册资
本金7000万元。去年11月，在政府的推动下，
我们成功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以基准利率获
得贷款支持3500万元，这样加起来能有1亿多。
但即便如此，资金也远远不够。”

其实不难计算，鲁商小贷成立一年累计发
放贷款接近4亿元，也就是说，1亿多的资本金
已经转了4圈。

今后，如果不能及时地增资扩股或者找到

其他办法解决后续资金问题，恐怕“无钱可
贷”将是小贷公司的常态。形象点儿说，就是
“不差客户，只差钱儿”。

填补金融“盲区”

翻看鲁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报告，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大多数客户，可以说是“零资
产者”。

一个眼前的例子：去年7月从山东大学毕业
的王某，创业开办了一家广告传媒公司，他通
过鲁商小贷公司贷款融资，接了几个大订单，
公司目前已经进入上升轨道。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创投不理，银
行拒之门外的，多数没什么资产。我们并不是
无视风险，而是认为风险可控。首先，我们放
贷有着完善的流程，先通过调查问卷对客户进
行充分的了解，包括个人情况、企业或项目情
况，贷款用途，还款来源以及保证措施五大
块。然后根据每一笔业务的具体情况，来核定
是否贷款、贷多少、以多少利率贷，没有定
则。款贷出去后，定期还做回访记录；催收，
也有催收记录。”王宁介绍说。

山东省金融办银行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的最大不同，是银行放贷
要以房产等有效质押物为前提，这也是许多中
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原因。但小额贷
款公司不是，它以比较灵活的方式，解了“穷
人”和小微企业的资金之渴，填补了银行无法
覆盖的贷款“盲区”。

不仅如此，鲁商小额贷款公司还在贷款主业
之余，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服务，为规模较
大的中小企业寻找创投基金或帮助其从银行获
得贷款。目前，该项业务收入已占公司总收入的
30%左右。

事实上，小额信贷并不是中国独创，其在世
界范围内已存在30多年，这种以摆脱贫困、促进
发展为宗旨的小额信贷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许
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孔子曾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许，这正是小额
贷款公司的存在之道。

“尤努斯”之梦

济南近郊的西营，是金融空白的重灾区。
今年1月23日，鲁商小额贷款公司在西营开设了

一个联络处，扶植起当地一大批从事小加工、
小建材、农家乐、养殖种植业的农户。这也是
我省首个设立“网点”的小贷公司。

“其实这不能称作是网点，因为我们只贷
不存，而且不能跨区经营，并不是真正的金融
机构。”王宁说这句话时，眼中满含憧憬。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很多“穷人”
和小微企业圆了自己的梦。其实，小贷公司也
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从一开始创立这个小额贷款公司，就
严格按照股份制公司的要求，选举出董事会、监
事会、董事长、总经理等。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
转制村镇银行，拿张金融机构的正规牌照。就像
是尤努斯。”王宁对此毫不掩饰。

1974年，孟加拉国大饥荒时期，一个叫尤
努斯的人通过向村民提供27美元的微额贷款，
借给42名制作竹凳子的赤贫农妇，让她们摆脱
了高利贷的盘剥。1983年，尤努斯创立了乡村
银行，专门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微额贷
款。经过30余年的实践，他的“穷人银行”开
到了美国、土耳其、赞比亚、哥斯达黎加、危
地马拉和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发展为一个在全
球拥有2000余个分支机构，还款率高达98 . 89%
的庞大乡村银行网络。2006年，尤努斯因此获
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尤努斯更像是一个符
号，它所代表的意义是——— 穷人银行家。

记者在鲁商小额贷款公司的办公区看到，
工作人员穿着整齐划一的蓝色条纹制服，女员
工则系着统一的彩色丝巾。而且，和所有银行
一样，鲁商小额贷款公司有着自己的品牌标
识：一蓝一绿两个方形交织在一起，公司的简
称则巧妙地融入其中。

“只能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根据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关于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的暂行规
定》，小额贷款公司合规经营三年后，符合一
定条件的可以申请转为村镇银行。

■ 经济样本研究

“草根”金融的“尤努斯”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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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经济资讯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吴艳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二机床集团公司获

悉，日前，由该公司承担的两项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大型快速高效数控全自动冲压生产线”
和“数控大型多工位压力机”，在烟台同时通过
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验收，标识着国产关
键冲压装备制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重大科技装备的突破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目前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到70%以上。”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刚说。

济南二机床公司生产的大型快速高效数控全
自动冲压生产线主要用于汽车大型覆盖件的生
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11项核心技术及集
成制造技术，14项专利，每分钟可冲压15件大型
汽车覆盖件，是目前国内使用的最高水平的汽车
冲压生产线。这一项目被工信部确定为国家重大
专项10大重点示范项目。

同时通过验收的数控大型多工位压力机主要
用于大批量内外饰冲压件的生产，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集机械、电子、控制和检测技术为一
体，取得5项专利技术，可实现冲压件的高速、
高精度、全自动生产，生产效率提高3-4倍，节
能达50%以上，节省生产面积40%以上，显著降
低了综合投资成本。

据悉，这两项汽车冲压高端装备，已先后装
备上汽通用、一汽大众、长安铃木、奇瑞、长
城、金杯等国内各汽车生产企业及配套商，同时
出口通用汽车等国际著名汽车制造商的美国、印
度、澳大利亚生产基地。

国产关键冲压装备制造

达国际先进水平

□通讯员 吴修刚 记者 张海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从5月19日泰山生力源集团

2010年度股东大会上传来消息：“山东泰山生力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变更为“泰山酒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鲁酒领军企业，泰山生力源集团伴随着
其主营业务——— “泰山牌”系列白酒在全国市场
不断扩大，企业名称与产品、品牌名称不相符的
问题成为宣传和市场推广的一个瓶颈。经过省、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批准，该公
司新名称最终确定为“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名称变更后，一方面从新名称上能直
接体现出公司的主业，从而使公司名称与泰山特
曲、泰山五岳独尊等产品、品牌名称直接关联起
来，更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进行识别，也
有利于企业加快全国化的步伐。

做强“泰山”品牌

再谋发展

□记者 杨学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高油价时代，快递公司不一定

要涨价图存。宅急送山东分公司日前对外宣布，
省内快递服务完成提速，全省县级以上城市全部
做到次日递，其中80%以上城市可实现上午送
达，但服务价格保持不变。

宅急送山东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
次提速体现在送达时间区分了上下午，给赶时间
的客户更快捷的服务。为此，今年初，他们投资
150万元对省内平台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新建直
营网点20个，新开地-地、地-县班车28条，对
全省17市、91县全部做到了次日送达，其中，除
了平阴、商河、平原、夏津等22个县次日下午送
达外，其他市县都做到了“上午达”。

“不涨价，反投资，我们图的是规模。一条
线路的货物规模上去了，成本就下来了。”这位
负责人说，“高油价下，快递企业不一定要涨
价，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宅急送宣布提速不提价

□记者 李 强 通讯员 管晓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章丘中学高一的李俊这天第一

次见到了汽车发动机“大卸八块”之后的样子，
更让她吃惊的是，这些锈迹斑斑的零件，经过清
洗修复和重新组装，竟可以拥有同新发动机一样
的性能。

5月22日，章丘中学的56名学生来到中国重
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参观了旧机无损
拆解、绿色清洗和装配试车生产线，并同技术人
员进行了多媒体互动。省经信委、教育厅组织开
展的“循环经济进课堂”系列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由此拉开帷幕，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该活动旨在宣传循环经济知识，提高公众的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意识。在我省试点成功之
后，其经验作法将会在全国推广。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是国家
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并被确定为在校学生循
环经济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循环经济“走进课堂”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临沂市出台了《关于清

理整治“小造纸”企业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对全市各类造纸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

《方案》明确了清理整治范围，是以植物
(木材、其他植物)或废纸等为原料生产纸浆，及
以纸浆为原料生产纸张、纸板、卫生纸、小烧纸
等产品的生产企业。重点对各县区无环评审批手
续、未建设污染治理设施的卫生纸、小烧纸等非
法小造纸厂进行关停取缔。

据了解，该专项行动已经进入第二督查阶
段，截至目前，共对9家造纸企业进行了限期整
改，39家进行了彻底拆除。

临沂开展整治“小造纸”

专项行动

◆阅读提示 以“试点”两个字开启的小额贷款公司大幕，注
定其存在会有着浓重的探索意味。但无论怎样，这个被寄予完善金
融服务体系、补充金融业态厚望的行业，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金融创
新的鲜活样本。

从山东设立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伊始，迄今未到两年时间，全
省已星罗棋布着163家小额贷款公司，足见其生命力之旺盛。

很多人愿意把小额贷款公司称作是“草根”金融，因为它们更
加贴近小微企业和“穷人”。

■ 探访主题博物馆

聆听“陶瓷””

淄博中国陶瓷博物馆陶艺馆大型陶艺组雕《陶魂》。 □赵小菊 张莉 报道

眼见为实，你所看到的都是陶瓷制品。
□赵小菊 张莉 报道

近现代的婴儿
坐器“婆婆”最初
只在窑区流行，为
窑工自制自用，后
来逐步在民间传播
开来。

□赵小菊
张 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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