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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青瓷是古同安汀

溪窑烧造的一种青瓷。汀

溪窑址于1956年修建汀溪

水库时发现，是中国宋元时

期南方青瓷窑址的重要代

表。日本“茶汤之祖”珠光

文琳（1422年—1502年）把

汀溪生产的这种刻有直线

和卷草篦点纹的青瓷碗命

名为“珠光青瓷”。珠光青

瓷器形有碗、碟、瓶、罐、洗、

钵等，釉色以淡褐黄釉为

主，纹饰有卷草纹、篦点纹、

菊瓣纹等，充满简约明快的

内在美。2011年12月14日，

“珠光青瓷烧制技艺”被列

入福建省第四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遗名片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闽

南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

地以普及闽南文化知识、

传承民间艺术技艺为宗

旨，聚焦闽南非遗文化、培

养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研

究并支撑民间艺术产业

化，通过普及闽南文化和

民间艺术基础知识，承担

保护和传承的历史

使命。基地聘请了

多名国家级、省级、

市级非遗传承人、工

艺美术大师入驻，推

进非遗文化、闽南

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进课

堂，支持和

推 动 福

建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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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传承千年赓续传承千年 窑火生生不窑火生生不““熄熄””
本期“闽南非遗印象”融媒体专栏采访团带您感受珠光青瓷烧制技艺

青中闪绿，绿中泛黄，新鲜悦人，让人百

看不厌。这便是珠光青瓷的魅力。

尽管烧制历史已有千余年，但珠光青

瓷曾一度隐没在时间长河中。近年来，在

诸多专家学者和爱好陶瓷的热心人士的努

力下，珠光青瓷复烧而成，获得重生，并列

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光青

瓷的产业正在崛起，2017年入选金砖厦门

会晤指定伴手礼，向世界展示延续千载的

荣光。

本期“闽南非遗印象”专刊，我们走近这

项非遗，为您讲述它的故事。

时光浮沉 曾经失传于世

为了解珠光青瓷的历史发展，采访团来

到位于同安莲花镇莲花村的热陶艺术馆。

这里以珠光青瓷为核心，配套建设了陶瓷烧

制基地、项目传习中心和DIY操作间。工作

人员告诉采访团，珠光青瓷是“同安窑”的代

表，也是同安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

点的见证。珠光青瓷始于北宋时期，兴于南

宋，曾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连东非、地中

海沿岸都能见到其遗迹。不过，元朝末期

后，由于产品外销减少，同安汀溪窑连同珠

光青瓷逐渐衰弱，一度失传。

同安文史专家颜立水说，一直到1956

年修建汀溪水库时，意外挖出大量瓷片、窑

具。后经7次考古调查和大量考证，考古专

家证实同安汀溪窑是远销日本的珠光青瓷

的产地。

2002年初，福建博物院与厦门市博物

馆联合对窑址进行调查和局部发掘，发现了

烧窑遗物堆积11处、龙窑窑炉遗迹8处，发

掘的两座窑炉残长均超过50米，宽2.5米至

2.6米，规模之大令人惊叹。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杜志政著有《珠

光青瓷的故乡——同安窑》《同安窑系——

珠光青瓷》。他告诉记者，福建省内共发现

了珠光青瓷窑（群）35个，部分在厦门，包括

同安汀溪窑，集美区磁窑，海沧区上窑、东瑶

窑等。这其中，同安汀溪窑烧制的珠光青瓷

不仅纹饰种类繁多，而且刻画方式多样。

接力传承 珠光青瓷“复活”

历史上，珠光青瓷一度闪耀海内外，后

却多年沉寂。如今其再次绽放光彩，离不开

多名传承人的努力。其中，已故的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同安窑珠光青瓷省

级非遗传承人洪树德是绕不开的人物。

出生于1940年的洪树德是同安人，他

曾在同安汀溪窑旧址考察时，被珠光青瓷的

碎片所震动，决定对珠光青瓷进行恢复性烧

制。“过去10多年来，洪树德潜心研究汀溪

窑珠光青瓷，终于让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

成功复烧。”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叶

细致说，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洪树德及其团

队通过努力，不仅将同安窑这个原本的民窑

做得如官窑一样精致，更不断丰富珠光青瓷

的器型与纹样装饰，在釉色上也不断创新。

洪树德的女儿洪冰晖从国企辞职后，从

父亲手中继承衣钵，继续从事珠光青瓷的烧

制和推广。洪冰晖的女儿陈嫣也由名校金

融专业转攻艺术研究生，三代人接力“守

窑”，延续本土陶艺复兴梦。

而在同安土生土长的“80后”青年

庄岑瀚，从小就听着珠光青瓷的故事长

大。大学毕业后，他下决心研发珠光青

瓷的烧制技艺。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当

时，我的团队和家人都劝我不要再继续

浪费金钱和精力，但我从没想过放弃。”

庄岑瀚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他烧制

出来的作品，终于显露出宋元时期珠光

青瓷特有的历史感与厚重感。

多方布局 携手发展共赢

在越来越多人的努力之下，珠光青瓷不

仅复烧成功，还逐渐打开了局面。然而，记

者从业界获悉，因近年来传统制陶业逐渐没

落，加上产品研发不足、市场开拓不够、年轻

人学习意愿不强等原因，这一非遗项目的发

展情况依然严峻。

“和龙泉瓷器、景德镇瓷器等相比，珠光

青瓷的品牌依然不够响，市场开拓也受限，

前来学习的年轻人不算多。”出生于1993年

的珠光青瓷区级传承人李坤能告诉记者，他

学习珠光青瓷的烧制技艺已有10余年，目

前带了3个徒弟。他认为，珠光青瓷的销售

以本地公司的订单为主，在外地的知名度还

有待提高。

“这些年，有关部门和单位也在积极行

动，推广珠光青瓷。”叶细致说。近年来，同

安区成立陶瓷文化研究会，广邀专家学者开

展研究，举办名瓷名窑论坛，推动珠光青瓷

产业转化，有效促进珠光青瓷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2017年，厦门会晤期间，纪录片《汀

溪青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纪实手法、中

英文解说等形式反映汀溪珠光青瓷历史面

貌，受到广泛关注。

叶细致建议，厦门要多方布局，发掘珠

光青瓷的文化旅游价值，譬如，可将位于同

安的珠光青瓷古窑址、古渡口打造成旅游景

点；加强产学研一体化的联系，促进政府、社

会和企业的联合，实现珠光青瓷走进生活、

走向国际；推动珠光青瓷烧制技艺积极申报

国家非遗，扩大影响，实现珠光青瓷“文化+

产业”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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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团了解珠光青瓷历史。

记者叶子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