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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瓷韵
本报记者

翟天雪

王墨晗

摄影报道

①10 月 21 日，游客在邯郸市峰峰博物

馆欣赏磁州窑古代瓷器。

②10 月 20 日，邯郸市峰峰矿区智晖彩

艺有限公司推出的创新编钟造型茶具。

③10 月 20 日，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

泉头社区，小朋友参与磁州窑陶艺制作课

程，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④10 月 20 日，邯郸市磁州窑盐店遗址

博物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刘立忠（右）在坯体上彩绘。他成功复

原磁州窑失传的装饰技法 20 余种。

⑤10 月 20 日，工匠在展示拉坯技艺。

⑥10 月 20 日，邯郸市磁州窑现代陶瓷

艺术馆，琳琅满目的日用陶瓷和陶瓷艺术

品让游客流连忘返。

⑦邯郸市磁州窑艺术博物馆展示的磁

州窑缠枝牡丹纹梅瓶。

⑧10 月 21 日，邯郸市峰峰矿区大家陶

艺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检测瓷器质量。目

前，峰峰矿区有陶瓷企业 82 家，年产值 5.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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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民

窑体系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邯

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一带，其历

史可追溯至 7000 年前的“磁山文

化”，至宋金元时达到鼎盛。峰峰

矿区彭城镇是全国重要的陶瓷产

区之一，千百年来，窑火不灭。

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花瓷器

著称，其装饰技法独树一帜，主

要采用铁锈花、刻划花、剔花等

手法，展现出浓郁的民间艺术风

格。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

代又一代的磁州窑烧制技师从做

陶到做瓷，不断推陈出新，技艺

日 益 精 湛 。 他 们 从 描 绘 花 鸟 鱼

虫、山水人物到书写诗文书法，

从原料采集到拣选加工，逐步完

善了 72 道工序，使得这一古老的

技艺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千年窑火，余韵悠长。2006

年，磁州窑烧制技艺入选首批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如

今，峰峰矿区新一代磁州窑工匠

正坚守传统，致力于传承这一宝

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当地近百

家磁州窑经营实体也在积极寻求

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古老的磁州

窑烧制技艺在新与旧的碰撞中重

现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