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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釉瓷中的珍品

雨点釉是博山传统名贵陶瓷釉种，原名油
滴釉，古称“滴珠”，因釉中布满具有银色金
属光泽的放射状圆形结晶，形似雨点坠入水中
时迸出的水圈花纹而得名，多用于制作茶具及
艺术器皿。黑色釉面上银光闪烁，大者如豆，
小者如米，风格独特，古朴雅致。

相传，虔诚的窑工终日辛勤劳作，感化了
众神仙，洒下的琼浆玉液溅落在陶瓷釉坯上，
才有了雨点釉。雨点釉器皿盛茶水会金光闪
闪，盛白酒则银辉熠熠。雨点釉挂盘，宛如一
空繁星闪烁。

雨点釉源于宋代，由于烧制的难度极大，
十分稀少罕见，宋代达官贵人得此一件，视为
珍宝。宋代日本的一些高僧来中国学习佛法，
也学到了当时的茶文化。他们把雨点釉瓷当做
“圣物”带回国后，又贡奉给日本皇室。由于

上行下效，日本的贵族对雨点釉甚为珍爱，视
其星点有长寿发达之象征，而尊为国宝。

然而宋末社会动荡，雨点釉也因战乱而失
传。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雨点釉生产才得以
恢复。当时，有一个叫侯相会的年轻窑工，在
为窑主烧制黑陶产品时“不安分”，常在夜深
人静之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独自研制雨点
釉。他凭经验调剂配方，所有的原料都用手
捏。到1933年获得成功后，其工艺秘诀侯相会
执艺不传。

日寇入侵后，日商为得到雨点釉的制作技
术，曾派专家建厂，出高薪聘侯相会，都被拒
绝。后来，日方又倚仗军势，多次逼迫他交出
配方、工艺技术资料，并亲自到侯相会的家中
看他制作，边看边记但终未得要领。最后，恼
羞成怒的日商便派日本浪人砸了侯相会的作
坊，拿走了所有的原料和半成品。为了保住这
一技术，侯相会的作坊从此关门歇业，直到全
国解放后重新发展起来。

博山周家让雨点釉“复活”

唐代黑釉是雨点釉的母体，北宋时期铸就
真身，金达其高峰，元末明初，复又消声匿
迹。到了民国二十五年，虽然博山人侯相会试
制成功，但旋又消失于战乱。六十年代，博山
人周占元再次研发成功。到七、八十年代，淄
博美术陶瓷厂恢复研制生产，但可惜1983年圆

窑改建后生产时断时续。雨点釉技艺几经失
传，博山制陶名家周家使其再续香火，技艺得
以传承。

宋金时窑业繁荣，元末战乱，明、清复
兴，“陶者以千数”，博山周氏家族就是这
“陶者以千数”中的家族之一。山东省工艺美
术大师周祖毅正是雨点釉当代传承人，其父辈
陶瓷八兄弟，大爷周元泰，擅雕塑造型设计；
二爷周运元擅烧成，1956年，代表陶瓷系统去
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受到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三爷周康元擅施
釉、药窑；四爷周怀元擅陶瓷彩绘；五爷周玉
元、六爷周贞元、七爷周洪元都擅长陶瓷烧制
和温度控制。而其父亲周占元则是集大成者，
母亲也是陶瓷雕刻艺术家，深得陶瓷艺术大师
陈贻谟、冯乃藻口传心授。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周占元离开博山
陶瓷厂，领着一二十个人先去江西景德镇、后
去安徽各地，当窑把式。回乡后，周占元有了
想法，就领着十六个人，白手起家，租赁博陶
闲置的窑炉和厂房，建了村办的建中陶瓷厂并
很快走上了正轨。周占元一时声名赫赫，“周
老八”的绰号盖过了他的实名。

周占元做成了雨点釉，也是侯相会的无意
之功。侯相会没有自己的窑，谁烧窑烧得好，
就到谁家去，占几个匣钵，付多少钱，来烧雨
点釉。侯相会就在李家窑、北岭、福山、山头

各家的窑上转。当时周家窑声名在外，那时侯
相会就在周家窑场门口那里一个门房搅药土，
周占元还不大，亲眼见过侯相会摆弄雨点釉，
点滴记在心里，到了自己开陶瓷厂的时候，把
经过反复试制的雨点釉用在了龙瓶上，出口日
本。

当代艺人潜心钻研

在博山有一所专门为雨点釉设立的研究
所——— 博山油滴雨点釉研究所。2014年，占地
2 . 5亩的博山油滴雨点釉研究所成立，该研究
所建有600多平方米的展厅及大师工作室，拥
有工作人员20余人，是一所科学、标准、规范
的雨点釉研发机构。

现任研究所所长周祖毅带我们进入了一楼
的车间，几位穿着背心的工人师傅正汗流浃背
在案几上揉捏着篮球大小的泥团，旁边两位师
傅正在专心致志地制作手拉胚，汗水顺着他们
的脖子淌下，留下一道道清晰可见水印。周祖
毅告诉记者：“生产雨点釉制品，窑炉车间环
境温度最热，其中窑炉温度必须达到1300℃以
上，否则产品难以烧成。”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陶瓷艺人曾做出了大
量的恢复研究工作。基本得到了恢复制作，但
精品难得的局面仍然未有改变。博山油滴雨点
釉研究所的成立就是为了挖掘博山文化遗产，
使雨点釉这一奇特的传统工艺发扬光大。经过
几十年的努力，研究所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对原
料、配方、成型、烧制及各项理化指标潜心研
究，继承传统技艺，吸纳现代技术，终于研制
出了釉色纯正、结晶效果极佳的雨点釉珍品。
所制作的产品典雅别致、情趣昂然，制作技术
达到空前的水平。周祖毅在传承前辈的经验和
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如今产
品已多样化，在黑釉的基础上，研发了红黄蓝
绿多种雨点釉新品种，为弘扬博山传统工艺陶
瓷作出重大贡献。

雨点釉陶瓷沉静优雅，历代匠人的心血凝
聚其中，这一美丽的艺术将与工匠潜心钻研的
品格一起传承延续下去。

当代艺人重现失传技艺

瓷中“贵族”：博山雨点釉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孙德志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作为周村古商城景区的特

色旅游商品——— “旱码头”牌丝巾入选“国礼”名
单，在世界旅游发展大会结束后作为“国礼”赠送
给来华参会的各国友人。

周村因丝绸纺织业而闻名，素有“丝绸之乡”
的美誉，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产业
基地”称号。周村古商城“旱码头”牌系列丝巾依
托周村传统丝织产业优势，结合景区特色，大力挖
掘丝绸文化内涵，于今年年初入选第二届“到山东
最想买的100种特色旅游商品”。

据了解，5月18日－21日，首届世界旅游发展
大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球107个国家、600名外国
代表以及国内有关部委、各省区市负责人，旅游研
究机构及院校、大型旅游企业负责人及中外媒体记
者近千人将齐聚北京，以“旅游促进发展与和平”
为主题，共商世界旅游业发展大计。据悉，每一条
作为“国礼”相赠的丝巾都请周村的老艺人手工绣
上了来宾的姓名及“美丽中国”四个字。

“旱码头”丝巾

入选“国礼”名单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为参会者提供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5月20日，第 八 届中国 ( 山 东 ) 工 艺 美术
博览会第一天，在展览会现场，记者看到，前来
观展的市民熙熙攘攘，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
暇接。

此次展会的规模达1000个标准展位，参展
品种近千个，设有10余个专业展区，尤其突出
了大师的珍品和精品区、师生创意设计区及近
期创作设计者的实用工艺品展区，更贴近大众
生活和需求，具有实用的审美情趣。

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山东省工艺美术学
会会长万进向记者介绍了展会组织的基本情
况。他说，本届展览会之所以在淄博举办，是
因为淄博是闻名于世的陶瓷琉璃之都，是齐文
化的发源地，有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此外，
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综合经济发
达。同时，地方政府对工艺美术工艺文化产业

高度重视，并配套一系列强有力的扶持政策，
这些都为展会的举办提供有力保障。

万进还告诉记者，在前七届展会的基础
上，本届展会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作出新的创意
和提升：一是规模扩大近一倍；二是珍品精品
区有所突出；三是一批实用工艺品比例大幅增
多；四是一批非物质文化项目参展；五是参加
的省市企业、大师大大增加；六是展区整体设
计提升了文化含量及氛围。

另外，展会期间还特设首届“省长杯”工
业设计(工艺美术类)预选赛分赛区，入围产品
将推荐参加工业设计大赛决赛及工业设计周活
动。“展会必将充分展示全省工艺美术文化技
艺改革发展成就，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省建
设，推动繁荣工艺美术创意产业的传承与创
新，大力弘扬齐鲁传统文化，打造鲁派技艺风
格，并以鲜明的整体形象展现山东地方特色工
艺品种独有的传统技艺。”万进说。

文化创意

创新层出不穷

在展会现场，淄博人立文化创意股份有限
公司的展位前聚集了不少参观者，吸引他们眼
光的是该公司近期上市的几大系列新品。人立
墨彩系列是去年上市的新品之一，总经理助理
逯维鹏介绍：“人立墨彩琉璃，是在1400度的
高温下，成功将国际艺术大师韩美林的水墨画
融入琉璃艺术创作中，把中国传统水墨文化与
琉璃艺术相结合，琉璃上体现出的水墨画近处
写实、远处抽象、色彩微妙、意境深远，变幻
与空灵于一体，重彩与飘逸相得益彰，填补了
国内琉璃艺术热成型的炉变空白。”

人立水墨也毫不逊色。“无火不成形，无
水不塑型，无画少神韵，无墨注魂魄。”人立
水墨是国画艺术大师叶建新和琉璃艺术大师徐
月柱艺术碰撞的产物。它恰当的将中国传统的
水墨语言运用到琉璃创作中，以点布局、线盘
其中、线立其体、点提其神。所有抽象图案是
用粗细不同、轻重不同的水墨点成，景象层峦
叠起、云雾缭绕、水墨淋漓、泼洒自如。让观
者仿佛深陷画中，遐想无限。

人立油彩同样是他们此次参展的一大亮
点。古往今来，只有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魄的前
提下，融入现代创意，才能创造出世人瞩目的

作品。人立油彩是人立文创继墨彩和水墨后的
又一创新力作，它不再拘泥于与传统的中国文
化相结合，而是跨出国门，融合当代艺术，创
新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琉璃艺术品。

琉璃大件以雍容华贵见长，小件则以精致
小巧展现自己独特的美。来自小炉匠玻璃工作
室的非遗传承人任波展示了他的一些小件作
品。例如其中一对鸳鸯，古人称之为匹鸟，匹
鸟有琴瑟和谐与生活美好的寓意。作品分别以
红色银箔为主色和以绿色金星为主色，既增加
了视觉对比效果，互相之间又有色彩的呼应，
金星点点、波光粼粼。

沙画是工艺美术的一个门类，近年来颇为
盛行，广受大众喜爱。来自慧合沙画艺术工作
室的沙画师郭蕾是淄博市工艺美术家协会会
员，学习沙画6年了，在展会现场，她为参观
者带来一段沙画表演。据她介绍，沙画除了表
演之外，还能经过构图、烤制上色等程序，做
成可固定装裱挂在墙上的工艺品。

把握机遇

推动工艺美术大发展

万进介绍，山东工艺美术品种主要包括：
抽纱刺绣(工艺家纺)、地毯、草柳制品、琉璃
料器、美术陶瓷、金属工艺、雕塑工艺、等12
大类，116个品种。许多品种是中国传统工艺
美术的代表，展现着齐鲁手工技艺的悠久历史
和文明。

山东省经信委副主任张忠军告诉记者，近
年来，山东省工艺美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
前，在工艺美术全行业，已有山东省工艺美术
特色产业基地10个，中国工艺美术之乡、区8
个。全行业国家级技术中心1个，省级技术中
心4个。通过近几年举办各级大赛以及技术职
务和各种荣誉的评审和评定，目前已拥有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19名，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286
名。获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余项，
国家级60余项。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王志杰表示，随
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成，文化产
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如何在大文化
的台面上充分显示工艺美术行业独有的魅力和
优势？无论是创新创意设计、产品结构的调
整、营销方式的转变，都亟待探索。第八届中
国(山东)工艺美术博览会是工艺美术行业的重
点展会也是品牌展会，是继续拓展市场的有力
举措。

但是，向好中也存在不足，比如与在同样
地点举办的陶博会相比，工艺美术博览会的观
展者数量偏少。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
民，不少市民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在淄博有这
样的文化盛会，但非常期待。不少参展商也抱
怨，除了开幕式当天人数还不少外，周六周日
几乎门可罗雀。在宣传推介方面，本届工艺美
术博览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第八届中国(山东)工艺美术博览会举行

弘扬传统文化 打造鲁派技艺

近 日 ， 博 山雨点釉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这种“漆夜无云满天星”的釉瓷珍品，自宋代发源，在
社会动荡中其制作技艺几度失传，而历代艺人在窑炉旁的坚守
让这一几乎已成为古董的技艺再次现世，老一辈陶瓷匠人的艺
术精华得以传承。

阅读提示

为 了 全 面 展 示 我
省工艺美术行业“十
二五”期间的优秀创
作成果，深入贯彻落
实《山东省传统工艺
美 术 保 护 办 法 》 ， 5
月 2 0日至 2 3日，第八
届 中 国 ( 山 东 ) 工 艺 美
术博览会在淄博市张
店区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主题为“弘扬齐
鲁传统文化，打造鲁
派技艺风格”。

阅读提示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桓台讯 为深化打击有害和非法少儿出版

物及信息，确保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根据淄博市
“扫黄打非”办公室下发的《扫黄打非护苗2016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文件的要求，近日，桓台县“扫
黄打非”办公室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扫黄打非“护苗
2016”专项行动。

此次“护苗2016”专项行动重点是在中小学校
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正版生活、绿色阅读灯系列宣
传教育活动，大力推介和组织阅读优秀少儿出版
物，严惩制售传播有害出版物及信息的行为和无良
企业，引导少年儿童自觉远离和抵制有害出版物及
信息。同时集中整治中小学周边出版物市场，坚决
查缴含有淫秽色情、暴力、恐怖、迷信等内容以及
非法出版、侵权盗版的少儿出版物。通过开展专项
治理，着力清查含有妨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内容的
互联网音视频、游戏、小说、动漫等，为全县青少
年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成长环境。

桓台开展扫黄打非

“护苗2016”专项行动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桓台讯 为实现图书阅读数字化的转变，

推动全民阅读的蓬勃开展，桓台县积极推动全民读
书网络化建设，通过“网络荐书·掌上阅读·微信评
书”三个环节，充分发挥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优
势，吸引众多群众的积极参与，搭建起网络化阅读
平台。

桓台县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加强活动主阵地建
设，通过“桓台文化”等微信公众号每周定期发布
推介阅读书目，读者通过手机自行选择阅读的书籍
及数量“领取任务”，利用数字图书馆“歌德电子
书”为手机用户免费提供近10万册电子书刊；通过
互动交流的方式，增强活动的“趣味性”，读者通
过手机APP客户端撰写微书评，将读书感悟、心得
体会上传至桓台文化公众平台。在《桓台文化》微
信公众号专门开通微信点评功能，让广大读者参与
微信投票点评，接受“大众评判”，每期设立“阅
读擂主”，评选优秀读者；同时加强宣传，扩大活
动影响力，根据“全民阅读、全民参与”活动原
则，桓台县在发挥县镇图书馆传统阅读平台的基础
上，注重新媒体和网络资源的运用，充分利用县、
镇、村三级文化微信平台，吸引全县镇村广大读者
的踊跃参与。

网络化阅读平台

推动全民阅读

历山中学的学生在参观展览。

沙画现场表演。

周祖毅 (左一）正在制作雨点釉瓷
器。(资料片)

沂源博物馆展览

进校园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为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宣传教育作用，使博物馆更好地成为青少年学生身
边的“第二课堂”，在第四十个国际博物馆日前
夕，沂源县博物馆举办的《沂源博物馆馆藏精品文
物图片展》在沂源县历山中学展出。本次展览，从
博物馆馆藏的6114件文物中精心挑选了150余件珍
贵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示了沂源馆
藏文物的风采，展现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精粹和
文物的重要价值。

博物馆展览进校园活动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
活，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展览内容，了解沂源的
历史文化，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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