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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八义镇八义窑旧址，
是我国最早烧制红绿彩瓷的地方之
一。八义窑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证
实，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这里就是
山西东南部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经过
历代发展，烧制的瓷器成为中国红绿彩
瓷的代表。2021年，“八义窑红绿彩瓷
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如今，在距离八义窑旧址两公里处
的红绿彩村，一座珍藏了600余件历代
八义窑瓷器珍品、上万件现代红绿彩瓷
的八义窑红绿彩博物馆，让游客得以目
睹传承千年的明艳红绿彩瓷。

““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一抹彩虹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一抹彩虹””

迈进展厅，仿佛走进了色彩的海
洋，满眼都是鲜艳的红与绿，红的像枣，
绿的似玉，大红大绿对比鲜明，给人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色彩明快、艳丽，绘
画古朴、率意，韵味十足。

眼前的器物，既有杯、碗、盘这样的
生活器皿，也有以传统故事为主题的雕
塑等艺术品。

一件宋金时期的小碗，外形朴素，
碗内装饰却十分特别——红色的边框
内，寥寥几笔，描出红花绿叶，图案大方
而不失雅致。

“这件花卉纹碗运用了‘描红画绿’
的绘画技法，以红彩勾边，内填绿彩，是
八义窑红绿彩瓷的一件代表作。”八义
窑红绿彩瓷烧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李亚敏介绍，红绿彩瓷大多以白
釉为底色，以红、绿、黄为彩绘主色。

红绿彩瓷绘画题材丰富，以花卉、
鱼鸟、人物为主，盘、碗等器物则多采用
边线装饰，图案寓意吉祥。多年来，李
亚敏与父亲李建平留心收藏八义窑的
各类瓷器，其中不乏精品。

有一件虎枕，是八义窑红绿彩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瓷枕为卧虎造型，虎
爪前伸，虎尾随枕底弧线自然弯曲，虎
身施浅淡黄色釉，以黑彩绘虎身斑纹，
造型生动逼真。更让人惊叹的是，枕面
上还绘有一只山间回首的老虎，虎上画
虎，寓意“虎虎生威”。

李亚敏介绍，位于太行山区的上党
地区，山岭绵延、沟壑纵横。20世纪，
这里先后发掘出古瓷窑遗址100多座，
证明早在宋代八义镇就是商贸重镇。
这一带有烧制瓷器所必需的优质高岭
土、煤炭、水等，资源得天独厚。

“红色是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性的色
彩，但是，在瓷器上烧造出鲜艳的红色，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直到宋代八义窑开
创性使用矾红彩，才烧造出红绿彩瓷。
因此人们将它形象地称为‘中国陶瓷史
上的第一抹彩虹’。”李亚敏说。

重燃炉火重燃炉火，，再现八义窑彩瓷再现八义窑彩瓷

然而，传承千年的八义窑红绿彩
瓷，却在过去几十年一度衰落。有别于
一般的生活瓷器，八义窑红绿彩瓷因成
本高、工艺复杂等原因，产业逐渐没落。

李建平今年已60岁，从小听着红
绿彩的故事长大。李建平的爷爷是八
义窑的老窑工，耳濡目染之下，李建平
也学会了红绿彩瓷的拉坯和彩绘技
艺。高中毕业，李建平回乡务农、当矿
工，但心中一直盼着寻找机会振兴八义
窑彩瓷。

2012年，出于产业转型需要，当地
启动了八义窑文化产业项目。李建平
决定借此机会重燃炉火，恢复八义窑红
绿彩瓷生产。

但这并不容易。八义窑红绿彩瓷
属于釉上彩，需经过两次烧造：先烧造
出白釉瓷，再绘彩重烧。八义窑传统制
作流程据说有72道工序，有“过手七十
二，方可成器”之说。

当时，许多人都劝李建平，制作技
艺已经失传几十年了，别白费力气了。
但李建平下定决心：“实在不想让古老
的手艺就这样断了。”

李建平和红绿彩村合作，投资成立

了长治八义窑红绿彩陶瓷文化有限公
司，陆续建起了八义窑文化博览园、八义
窑红绿彩博物馆、八义窑非遗生产基地。

同时，李建平寻访本地老艺人，拜
访业内老专家，收集整理资料，从原料
配比、拉坯手艺、彩绘工艺和烧窑技术
等重点环节入手，组成了技术攻关小
组，致力于恢复传统制作技艺。

“以瓷器制作中需要的化妆土为
例。当时我们只知道坯体与釉色之间
需要一层装饰材料，可就是不知道用本
地的什么材料，为此，花了好几年时间
探索。”李亚敏说。

经过数年努力和反复试验，李建平
终于成功恢复了红绿彩瓷烧制技艺，自
己也成为八义窑红绿彩瓷烧制技艺省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创新工艺创新工艺，，瓷器融入生活瓷器融入生活

在红绿彩博物馆，游客不仅能欣赏
八义窑古代珍品，还能看到大量现代的
八义窑生活用瓷，颜色更艳丽、质地更
轻薄。

原来，在恢复传统技艺后，李建平
父子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传统的
红绿彩瓷胎质粗糙，时间一长，色彩就
不再鲜艳，产品市场反响不好。

红绿彩瓷如何在当下发展？李建
平父子认为：“既要守正，也要创新。”

近年来，李建平父子先后与中央美
院、清华美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签订了
合作项目，红绿彩的原料研发、色料配
比、绘画技术、产品设计等都成为合作
课题。

经过多年努力，八义窑红绿彩瓷在
恢复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一改原先瓷胎
质粗糙、色彩不艳的问题，赢得了更广
阔的市场。

一件精致的带盖茶杯，杯身顶部，
是一圈吉祥的红绿云纹图案，杯身主体
则是彩色古建，线条飘逸灵动。“这是我
们长治的观音堂，也是著名的悬塑艺术
代表。”李亚敏介绍，传统的红绿彩茶具
底足没有上釉，手感会很粗糙，现在也
攻克了这一技术难点。

不同于文物收藏品，这些瓷器光泽
度更高。“我们生产的生活用品使用了
自己研发的新材料，经过1300摄氏度
以上高温烧造，比传统材料要更轻薄，
同时不变形、容易清洗。”李亚敏说。

近年来，当地建起了非遗传习所、
设立了学生体验区，乡村旅游日益红
火。博物馆也推出“红绿彩观光体验
游”活动，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艺术要走向生活，才能更好地传
承下去。”李亚敏介绍，现在，八义窑瓷
器的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公司的产品
已达300多个品种，受到国内外众多陶
瓷爱好者的青睐。

为千年窑火注入创新基因
人民日报记者 刘鑫焱 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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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长治推动八义窑红绿彩瓷传承发展

为千年窑火注入创新基因
本报记者   刘鑫焱   郑洋洋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在河北沧州的一座古庙中，几

名年轻人扫去枯枝灰尘，发现了一

些散落的碑刻。尽管碑文已经变得

模糊不清，但他们依然惊喜地认出，

这是清代道光年间的造桥碑。

这些年轻人都是天津师范大学

民间历史文献调查团的成员。5 年

来，他们冒寒冬、迎酷暑，沿着村庄

巷陌、河岸田埂，行走在民间历史文

献调查工作的路上，探寻岁月深处

的故事。

调查团有 20 余名成员，都来自

京津冀地区的高校。多年来，调查

团累计组织 1000 余名青年学生，深

入京津冀鲁等地的 130 多个村庄，

开展田野调查与资料整理，发掘并

整理民间历史文献、珍稀历史档案

近 5 万 件 ，其 中 不 乏 明 清 时 期 奏

疏、谱牒等珍贵史料。

在 胶 东 一 个 小 县 城 开 展 调 查

时，一名天津师大毕业生带着几百

册账本，出现在调查团成员面前。

“她的家族世代为会计，这些账本记

录了当地从清光绪年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商业变迁。”天津师范大

学经济学院教师张致和说，这几百

册账本涵盖了布、烟、炭、盐等主要

行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经济脉络。

然而，随着这名毕业生的父亲离世，

这些珍贵的账本一度被忽视，甚至

险些被变卖或遗弃。在得知调查团

正在进行相关研究后，她毫不犹豫

地将这批账本无偿捐赠。“它们见证

了小县城的兴衰变迁，也为我们提

供了研究该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珍

贵样本。”张致和说。

2020 年元旦，团队成员踏上了前往沧州傅家庄村的调

研 之 旅 。 据 介 绍 ，村 民 在 修 缮 房 屋 时 ，意 外 发 现 了 一 包 旧

物，里面是老账本、契约文书以及各种票证。这些文献基本

涵盖了从清朝早期到民国时期的各种契约。

“打开包裹时，我们既激动又惋惜。”张致和说，“原本长达

1—2 米的告示，如今只剩下一半，有些契约被当作孩子们的

草稿纸，随意涂鸦后被丢弃在一旁，还有一些契约只剩下零星

的碎片。”

家族的兴衰、土地的流转、买卖的往来……尽管保存状

况不佳，但这些残破的契约依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团队

成 员 迅 速 行 动 ，尽 可 能 收 录 整 理 资 料 ，保 存 难 得 的 历 史

信息。

“大家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扫描，有的进行复制，还有的仔

细抄录，力求完整地记录下每一份文书的历史信息和内容。”

张致和说，经过团队不懈努力，一批批文献得到完整的数字化

处理，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整理。

“我们是在岁月长河中打捞历史的记忆，再现历史的真实

风貌。”张致和说。

有欣喜，也有遗憾。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华北地区

每年有 8％的民间文献在无声消逝……

在团队成员看来，泛黄的书页、残存的碑刻、零星的碎片，

都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而团队成员

正在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地抢救着濒临消逝的民间文献。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地寻找

到、保护好民间文献，守护我们的共同记忆。”张致和说。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师
生
调
查
民
间
历
史
文
献—

探
寻
岁
月
深
处
的
故
事

本
报
记
者 

 武
少
民

■为梦想奔跑R

本报北京 2 月 25 日电   （记者谷业凯）国家知识产权局

2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情况。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芮文彪说，2024 年，上海每万

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7.9 件，同比增长 15.3%；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为 6822 件，同比增长 10.3%；有效注册商标量

达到 278.93 万件，同比增长 6.7%；作品版权登记数突破 45 万

件，同比增长 9.05%。

近年来，上海加快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先后出台多轮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行动方案，实施成果赋权、单列管理等一

系列专项改革，有力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2024 年，

上海的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类技术合同成交数为 6773 件，成交

金额逾 238 亿元，其中知识产权类技术合同金额占比达 65%；

39 家试点单位赋权专利成果 215 项，转化金额超过 11 亿元，

孵化公司 153 家，吸引了超过 68 亿元的社会资金注入，平均每

项专利成果吸纳社会资金超过 3600 万元。

上海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7.9件

本报广州 2 月 25 日电   （记者罗艾桦）

近日，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

至今已有 112 年历史的些华伦士楼顺利“搬

家”，历时 130 余天。此次“搬家”采取了整体

平移的方式，这不仅是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与

活化，也是对现代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相结合的创新探索。

些 华 伦 士 楼 落 成 于 1914 年 ，是 培 英 书

院（今培英中学）旧址，见证了广州从传统教

育模式向近现代公共教学模式的转型。建

筑风格采用岭南传统的四坡歇山屋顶形式，

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由于周边规

划道路及场地高于文物本体，易产生内涝问

题，相关单位决定对其进行整体抬升和平移

保护。

此次“搬家”包括临时加固、基础开挖、建

筑抬升、行走体系及动力装置安装、旋转平

移、目标位置就位连接等多道工序。迁移完

成后，新址相对原址整体抬升 2.3 米，向西北

迁移 36.45 米，同时逆时针旋转 69.26 度。接

下来，些华伦士楼将进行内部修缮，恢复青砖

墙风貌，重建校区旧址上的图书室、办公楼

等，未来将与广州万象综合体等周边区域联

动，进一步活化公共文化空间。

广州百年文物建筑顺利“搬家”
本报北京 2 月 25 日电   （记者李茂颖）

2 月 25 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澄江化

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古生物化石主题展”在国

家自然博物馆开展。这是云南澄江化石地

世界自然遗产的 378 件珍贵化石首次在京

集中展出。其中涵盖奇虾、三叶虫等 20 余

类寒武纪“明星生物”。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5 月中旬，并计划在全国巡展。

“在此次展览中，一件从未展示过的珍

贵凤姣昆明鱼化石，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澄

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

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涵介绍，凤姣昆明鱼

是目前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脊椎动物，是探

索研究脊椎动物起源和人类由来的珍稀化

石材料。

澄江化石地是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

石类世界自然遗产，也是追溯地球生命大爆

发、大演化和展示生物多样性源头的重要遗

址。此次主题展将让更多观众了解寒武纪

生命大爆发这一重大地质事件以及生命演

化历史，讲好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以及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提升公众对世界自

然遗产保护的意识，进一步扩大澄江化石地

世界自然遗产的影响力。

378件云南澄江化石首次在京展出

本版责编：肖   遥   陈圆圆   陈世涵

版式设计：张芳曼

山东省荣成市教体部门结合学

生兴趣和学校特色，常态化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彩大课间”

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生

体质。

图为 2 月 25 日，荣成市世纪小

学操场上，学生们在课间跳绳。

李信君摄（影像中国）  

多
彩
大
课
间

本报北京 2 月 25 日电   （记者闫伊乔）2 月 25 日，教育部

在京举行教育家精神 2025 年巡回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此

次巡回宣讲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为主题，宣讲团成员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

殊教育等领域的时代楷模、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最美教

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负责人等优秀教师代表共 25 人组成。

首场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全国“最美教

师”团队负责人苏东林，“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院士的同

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教授、主治医师叶枫，

浙江省杭州二中教育集团总校长、杭州二中党委书记、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蔡小雄，重庆市南岸区融合

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李龙

梅，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北宁中心学校落

松地小学教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

国模范教师农加贵，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正高级工程

师、高级技师、全国“最美教师”周树强，郑州大学教授、党的二

十大代表、全国“最美教师”周荣方等 7名成员做宣讲报告。

2 月 26 日至 28 日，4 组宣讲团将分赴北京、山西、上海、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重庆、贵州、陕西、青海等 11 个省市开展

巡回宣讲。

教育家精神 2025年巡回宣讲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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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八义窑红绿彩花鸟纹梅八义窑红绿彩花鸟纹梅

瓶瓶《《石榴花开石榴花开》。》。

图图②②：：《《事 事 如 意事 事 如 意》》彩 绘 手 工彩 绘 手 工

艺品艺品。。

图图③③：：《《吉 祥 如 意吉 祥 如 意》》彩 绘 手 工彩 绘 手 工

艺品艺品。。

以上图片均为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受访者提供提供     

山西长治推动八义窑红绿彩瓷传承发展

八义窑红绿彩花鸟纹梅瓶《石榴花开》。

本报记者 张国平 摄八义窑红绿彩博物馆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