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振宇说，他能够走上研发汝瓷

的艺术道路，得益于他的汝瓷启蒙老

师，也是他的姑父马永杰———我市恢

复断代 800年之久的汝瓷烧造技艺功

勋级人物之一。

1958年，遵照周恩来总理“恢复汝

瓷技艺”的指示精神，我市启动汝瓷研

发工作，在蟒川乡严和店村成立临汝

县国营汝瓷一厂，马永杰与当时的第

一代汝瓷研发领军人物郭遂一道进入

汝瓷研发团队。

时光倥偬，一晃到了 1992 年，17

岁的王振宇在姑父马永杰的推荐下

通过招工进入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

厂。一年之后，厂里要选送一批年轻

的技术工人到高等院校深造，王振

宇幸运地被选送到当时的西北轻工

业学院无机硅酸盐系陶瓷专业学

习。

大学三年，年轻的王振宇十分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小有绘

画基础的他，对于机械制图课更是情

有独钟。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个

制作 500吨起重机吊钩三视图的课堂

作业，王振宇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绘

制的三视图被老师选为标准作业来展

示。

1995 年学校安排他到唐山的白

玉瓷厂实习，那是一家国营大型日

用瓷生产企业，是当时我国有名的

创汇企业之一。在实习期间，他被企

业里高大整洁的工作环境所吸引，

被高科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所震

撼，也被里面技术熟练、高素质的工

友所感动。当时他就暗暗下了决心，

一定要把汝州的汝瓷厂建设成这样

的企业。同年 7 月，大学毕业后的王

振宇回到汝瓷厂，正好单位要上马

一个炻瓷生产分厂，21 岁的他作为

技术员跟随炻瓷厂筹建处的筹备人

员一起，从窑炉改造、生产线论证规

划、设备选型、采购、调试、安装，一

直到产品试生产环节全程参与，并

担任了炻瓷小线的车间主任。“那时

候汝瓷厂是咱汝州市的龙头企业，

厂子里有 1000 多名职工，下班时西

环路上车水马龙，可以说是一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

营、集体和乡镇企业改制，1998年王振

宇下岗回到家中。“当时心里很不是滋

味，自己出去学了三年的陶瓷专业，刚

刚回来又担任车间主任，想着干一番

事业，却突然遇到下岗。”

逆境似乎更能锻炼人。下岗后的

王振宇卖过冷饮、开过自行车专卖店，

后来开始经营水暖建材、洁具，生意好

的时候，为汝州市一些大的工程供货，

甚至承包一些工程，成为包工头。“当

时手下领着十几号人，可以说挣钱是

很轻松的事情，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

一直割舍不下对汝瓷的情结。做包工

头，无非每天就是陪客户喝酒吃饭，感

觉这样的日子除了挣点钱以外没有一

点价值感和归属感，所以有一天我决

定要回归本行，重新回到做汝瓷的事

业上来。”

青葱岁月与汝瓷相遇

2007年春节前，王振宇开了一个

家庭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王振

宇重拾汝瓷行当，就连他的姑父马永

杰也当起了他的义务顾问。

于是，当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

过大年的时候，王振宇却在忙着找师

傅焊接窑炉。过了春节，王振宇的汝瓷

厂点火开窑。“尽管之前把各方面的利

弊都通盘考虑了一遍，甚至连最坏的

结果都考虑到了，但真正自己做汝瓷

还是遇到了比预想的要坏得多的结

果。”

从 2008 年初开始，1.2 立方米的

窑炉，平均三五天一窑，每窑烧制下来

成本 5000元左右，连着 14个月，却没

烧出一件让王振宇满意的产品，几乎

没有卖出去一件，大部分都免费送人

或者留在了仓库里。此时，当初支持他

做汝瓷的家人开始一齐“倒戈”，反对

他继续干下去。

“我虽然也有些动摇，但心里有一

个念头在支撑着我，尽管没有烧出我

满意的产品，然而从每次的出窑，我看

到了产品的一点点进步，所以觉得还

是很有希望的。”王振宇辞掉了厂里的

全部工人，决定从第一道工序选料开

始，全部自己一个人做，力争找到汝瓷

研发过程中的每一个瑕疵所在。首先

是亲自设计亲手制作了一个 0.2立方

米的微型窑炉作为实验窑，以降低实

验成本，其次开始对制作汝瓷的原料

进行摸排。

汝瓷的原料分为胎用原料和釉用

原料两大类，为找到最好的原料，王振

宇一个人开着车在汝州、宝丰、南召、

西峡等地的山沟里东奔西走。

2010年夏季的一天，王振宇头一

天晚上烧制汝瓷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五

六点钟，没有休息只是草草洗了把脸

就开车到 200多公里外的南阳市镇平

县购买玛瑙原料，买完料又立即返回。

因为疲劳驾驶，车子走到南召县和鲁

山县交界的山路上时，他的双眼已经

瞌睡得睁不开了，意识也渐渐模糊起

来。“就在一刹那间，危险突然而至，我

下意识感觉到危险，脚踩住刹车时，还

在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间，真正睁开

眼时，才发现离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只

有 10厘米近了，看着一米外十几丈深

的悬崖，一下子就吓醒了。”回忆这段

经历，王振宇仍心有余悸。

2010年春节过后，王振宇开车去

宝丰县观音堂镇的山上寻找一种原矿

石，一不小心左脚踩进了一个被枯草

树叶掩盖的石窟缝中，导致左小腿和

脚踝骨折。紧急中他拨打了一位朋友

的电话，最终被朋友救下山，一直到现

在，他的左腿还固定着钢板。

2011 年底，凛冽的西北风呼呼

刮着，王振宇在彩钢瓦搭建的车间

里忙着烧窑，他根本没想到一场灾

难突然降临。车间内使用的是三相

动力电源，电线在车间房顶因大风

吹动而大幅度摆动，与房顶边缘接

触摩擦，导致漏电，顺着铁皮房传导

到屋内连接的钢制水管上。那天，王

振宇无意中把手搭在了钢管上，巨

大的电流瞬间传遍了他的全身，并

将他吸在了钢管上。“当时我全身痉

挛，但意识还清醒，我张着嘴啊啊叫

着，提醒旁边的工人救我。那个工人

听到我的惨叫声，但他也被吓傻了，

不知道怎么去救我。看到他没有来

救我，想到自己这一辈子要完了，奋

力求生的意志一下子就没有了，身

子不知怎么就瘫软下去，在瘫倒时

自身的重量救了我，使我的左手摆

脱了电流的控制，最终救了我的

命。”被紧急送到医院的王振宇，左

手被电击伤的地方两个月后才恢复

过来。

经历生死考验的王振宇，越来越

懂得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瓷的

重要性。他一边致力于仿古瓷的研发，

一边创设自己的新釉色。

“年轻就是我最大的资本，我可以

有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精力去创新。”

将近 3年的时间，王振宇一个人“闭关

修炼”。

靠着自己幼时跟随姑父马永杰

学习的绘画技能和大学三年的陶瓷

工艺专业知识，王振宇在仿古汝瓷

的研发上，运用现代陶瓷工艺学专

业知识，克服了北宋汝窑限于当时

的条件在烧制工艺上无法避免的缺

陷。他烧制的仿古

瓷作品不仅成品

率大大提升，而且

釉色古朴典雅，受

到业内专家好评。

王家汝窑也因此在 2012 年被河南省

文物局评定为河南省文物复仿制品

研究开发基地。

不仅如此，在汝瓷天青釉传统器

型的基础上，王振宇又自己设计器型，

开发出了粉青釉色的创新器型，他设

计生产的双耳如意瓶、“越来越如意”

摆件、柳叶瓶、鲲貅印玺等粉青釉汝瓷

产品成为热卖品。

2014年以来，他设计的天青釉、粉

青釉、月白釉套装茶具、“一壶四杯”

“一壶两杯”精品茶具等，更是成为北

京、上海等地客商的追卖品，“一壶两

杯”茶具“知音”“知韵”曾创下一次

6000余套的订单量。

在他看来，创新永远是汝瓷的精

髓。基于这样的艺术理念，王振宇利用

现代陶瓷工艺学不断革新汝瓷的烧造

技艺，并自己设计加工汝瓷生产过程

中的现代化辅助机械设备，由他发明

的自动除铁器、小型振动筛、射流式真

空发生器等，在同行中正逐步推广开

来。他先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与汝瓷相关的发明专利 1项并获得

市级科技进步奖，与汝瓷生产相关的

实用新型专利 3项、汝瓷外观专利 16

项。

如今的他，正在设计刻花印花汝

瓷作品，“我想把风穴寺、望嵩楼、汝

州八景等汝州文化元素都融入汝瓷

产品中，目前我正在构思，期望这些

新的创意能早日变成作品。”他更希

望有一天，汝州的制瓷人也能坐在

高大整洁的厂房里，用全自动的生

产线，为大家生产出精美实用的汝

瓷产品来。这就是他梦想中的汝瓷

艺术殿堂。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创业创新

王振宇：与汝瓷的“生死之恋”
为寻找原矿石，在宝丰县境内的一

座山上摔断了左腿；在烧制汝瓷时，因

为车间漏电，他差点送命；去镇平县买

玛瑙料，返回途中差点掉进深沟……河

南工艺美术大师王振宇的汝瓷研发之

路，可谓是“九死一生”。

“我从没想着要挣多少钱，当初在汝

瓷厂上班，单位派我去大学进修陶瓷专

业，我就一直在想一定不能辜负自己学

的这个专业，所以这么多年经历了生与

死的考验，经历了那么多困难，我坚持了

下来，牵手汝瓷无怨无悔。”6月 15日下

午，在位于洗耳南路北段的王家汝窑展

厅，王振宇的目光缓缓扫过展

柜里的每一件汝瓷，内心轻轻

打开一段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6月 12日下午，细雨霏霏，烟雨蒙蒙下的汝瓷小镇亦真亦幻，平添了几分艺术的情调。

汝瓷小镇东南角 C路 12号，汝州市荣盛汝瓷开发有限公司二楼雕刻车间内，51岁的刘恩霞

坐在靠近窗户的工作台前，全神贯注地雕刻着素坯“来福石”上面的图案。楼下的花园内，竹影婆

娑，月季吐芳，与室内架子上琳琅满目的汝瓷相映成趣。

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院子，就是刘恩霞 34年研发汝瓷、历尽艰辛之后打造的艺术殿堂，这里

每天都在演绎着汝瓷最动人的原创故事。

往南走两华里，就是刘恩霞的故乡，也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汝瓷的故里。

蟒川镇严和店村，村子不大，却远近闻名。

村子北侧，蜿蜒曲折的蟒川河环绕而过，每逢雨

季来临，散落在山岭间的民居云雾缭绕，恍若人间仙

境。早在唐宋时期，这里就是民汝窑的生产、销售集散

地，官府曾在这里设置专门的经营管理机构。烧窑需

要大量的木材作燃料，古时的严和店村周围树林茂

密，盛产高岭土，而且临近蟒川河的水源地，是理想的

制瓷场所。兴盛时期，沿着蟒川河形成了数十里窑厂，

以民汝窑瓷器为主要交易对象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

可以遥想当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华景象。

从严和店村走出来的刘恩霞，对这片土地、对汝

瓷有着别样的感情。

1969年，刘恩霞就出生在这个依山傍水、充满

艺术气息的小村庄。童年时期的她就耳濡目染了恢

复汝瓷烧制技艺的一位位工匠在这里忙碌奔波的身

影，也使她对汝瓷的烧制技艺产生了梦幻一般的迷

恋。

1986年，她通过招工进入原国营临汝县汝瓷一

厂时，还是一个 17岁的黄毛丫头。就是这个不起眼

的黄毛丫头，从最初成型、上釉的一线工人做起，

1988年底通过选拔，被调入厂里的“汝官窑实验项

目组”。

其间，汝瓷天蓝釉恢复技艺重要研发人郭遂从

原国营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退休后，受聘到原国

营临汝县汝瓷一厂“汝官窑实验项目组”指导工作，

刘恩霞有幸跟着郭遂学习。

至今，刘恩霞还记得郭遂的一句话：“只要扑下

身子来，肯干、肯钻研，不怕不能成功。”在郭遂的言

传身教下，刘恩霞迷恋上汝瓷实验，研究兴趣也越来

越浓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营、集体和乡镇企业

改制，1997年刘恩霞下岗了，离开了汝州市国营汝瓷

一厂。“我们姊妹三个都在那里工作，随着企业改制，离

开瓷厂时心情很失落，但是却没割断对汝瓷的喜爱，我

下定决心继续从事汝瓷行业。”之后的刘恩霞，一直在

汝瓷的设计、研发行业孜孜以求。

2004年 11月，在经过一番市场探索后，刘恩霞决

定成立荣盛汝瓷工作室，建窑炉自己研发、生产汝瓷。

创业难，女人创业更难。尽管在汝州市国营汝瓷

一厂从事了汝瓷的核心技术研发，但真正自己动手

全过程“操盘”，还是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

难，“很多时候，几乎走到了死胡同，看不到一点希

望，差点就放弃不干了。”

当时，刘恩霞的手里只有 1万余元的资金，在

哥姐等亲属的帮助下，她东拼西凑了 10余万元，在

市区南关自己的家里建起了一个体积 1 立方米的

窑炉。由于小院子周围较封闭，窑炉的烟囱过低等

原因，连烧 6 窑，大小 300 余件产品竟然一件也没

烧成，眼看着投入的数万元烧成了一堆残次品，当

时她的心里滴血一般难受。“钱大部分都是借的，我

姐当时为了帮我，在我那里义务给我制模、雕刻，干

不成，谁也对不起呀！”

考验接踵而至。除了烧制的产品成品率很低外，

如何把烧成功的汝瓷销出去也面临重重困难。刘恩

霞至今记忆犹新，2005年整整一个春天，她烧制的

汝瓷没有卖出去一件。原本就瘦小的她茶饭不思，整

个人看上去更加瘦小了。但要强的她在家中噙着泪

烧窑，走出家门却满脸笑容，“为了我挚爱的汝瓷事

业，再困难我也要挺过去。”

为了推销自己的汝瓷，刘恩霞一个人扛着一大

纸箱子用报纸包裹好的汝瓷，坐长途客车到全国各地

的茶城、陶瓷城做推广。当时汝瓷在汝州以外的很多

人眼里还是陌生的事物，她在那里转悠了一天，跑得

腰酸腿疼、嗓子眼冒火，汝瓷还是不被人所识。常常心

力交瘁地回到家里时，已是夜色阑珊。

重重压力，让刘恩霞内心也动摇了。亲属们直言

不讳地劝她：“不能再干了，再干家产都赔进去了，还

不如在南关支个羊杂汤，也比你烧汝瓷强！”

“我那时也真打算放弃了，实在顶不住了。但仔

细想想就这样不干了，不仅自己心理上过不去，也觉

得愧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所以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

来。”回忆当初的创业往事，刘恩霞目光坚定。

在经历了重重磨难之后，刘恩霞一

度彷徨的汝瓷艺术道路终于曙光出现。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在刘恩

霞的苦心打拼下，她生产的汝瓷知名度

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认识了

这位执着的女艺人。“在我的创业过程

中，得到了许多朋友、贵人的帮助，他们

坚持不懈致力于汝瓷品牌的宣传推介，

并给我提出了很多发展建议，为推动汝

瓷事业发展默默地奉献。把汝瓷做精做

细，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是我感恩他们

最好的回报。”

随着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市场的拓

展，使得刘恩霞不断改进汝瓷产品的釉色，

在传承古汝窑技艺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创

新，在汝瓷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铿锵。

不断突破自我的刘恩霞先后到郑州

轻工业学院陶瓷技艺研修班、景德镇陶

瓷大学高研班等进修学习，拓展思路，开

阔视野，提升技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刘恩霞先后在国家级专业刊物上发

表了《浅谈汝瓷的内涵意境》《浅谈天青

釉汝窑的釉色艺术》《试论汝瓷的研学之

路》等论文，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汝瓷外观专利 5项、发明专利 2项。

在 34年的汝瓷烧造生涯中，刘恩霞不

仅精确地提纯了汝瓷天青釉、豆绿釉和月

白釉的配方比例，还对手拉坯茶具进行了

大胆的改良和创新实践，其作品粗放中内

含收敛、宁静中暗藏奔放，被公认为是最接

近宋代汝瓷美学的工匠师之一。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艰辛的刘恩

霞，巧手塑造出一件件美轮美奂的汝瓷

艺术作品，也博得一片喝彩。

2007年，刘恩霞被评为河南省民间

工艺美术大师。2010年，其作品《茶具（小

号）》在首届中国（国际）汝瓷文化节汝瓷

精品评选中被评为珍品。2013年，作品

《梅花洗》在河南省陶瓷设计职业技能评

比中获得银奖。2014年，作品《百合洗》在

中国当代汝瓷大师精品展中获得金奖，

作品《菩萨像》《龙茶壶茶具》获得铜奖；

同年，作品《连年有余》在中原洛阳旅游

商品博览会中获得金奖。2015年，作品

《葡萄瓶》在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会中

获得银奖，作品《葡萄盘》获得创意奖。

2016年，作品《马上封侯》在河南省陶玻

协会举办的“金猴献瑞”陶瓷艺术评比中

获得银奖；同年，作品《莲子洗》在第二届

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中获得铜

奖，在中原第三届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会

中获得创意奖；同年 7月，她的多件作品

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举办的评比中被评

为“轻工精品奖”。2017年，作品《汝瓷天

青釉鸡心钵》在中原第四届鹤壁文化产

业博览会上获得金奖。2019年，作品《天

青釉四方壶茶具十件套》在中国（成都）

国际茶业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刘恩霞连

续多年被汝州市陶瓷协会评为先进个

人，其公司被评为先进单位。2010年 9

月，被汝州市委、市政府授予“汝瓷传承

与发展人物”。2020年 6月，被河南省工

艺美术协会授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荣誉称号。

无论走多远，但家乡永远是她魂牵

梦萦的地方，也是她最初获得艺术灵

感、如今寻找新的创作素材的热土。怀

着这样的情愫，2014 年 1 月，刘恩霞在

荣盛汝瓷工作室的基础上又注册成立

了汝州市荣盛汝瓷开发有限公司，并

把汝瓷厂搬回到了家乡严和店村东

侧，即如今的汝瓷小镇。2016 年，作为

首批入驻汝瓷小镇园区的企业，刘恩

霞建设了占地 3 亩、总建筑面积 2200

平方米的新厂，并投入生产。“我的梦

想是把严和店村变成一个有着浓郁汝

瓷艺术气息的陶艺村，重现古代民汝

瓷交易的繁荣场景。”

如今，刘恩霞生产的汝瓷产品涵盖

茶器、餐具、酒具、观赏类、佛用品类、收

藏类等六大类，市场遍布全国，并且在新

疆喀什、黑龙江东宁、内蒙古赤峰等偏远

地区都有稳定的市场需求。

“当下汝瓷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发展

环境良好，让我更充满了信心。我将继续

坚守原产地汝瓷的发展初衷，秉承传承

汝瓷文化，促进汝窑复兴的创作理念，汲

取中国唐宋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精髓，

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原汁原味、原产地

全手工作品，追逐更加

迷人的天青之梦。”刘

恩霞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1“我是从严和店走出来的汝瓷艺人”

2 窑 多件全部烧坏，朋友劝她改行

3 遇到两位贵人，最终走出一片青天

刘恩霞正在制瓷

刘
恩
霞

：从
严
和
店
走
出
的
女
人
爱
上
青
瓷
不
言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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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宇查看汝瓷成品

“ 走 近 汝 瓷 名 家 感 受 艺 术 之 美 ”系 列 报 道

做汝瓷“九死一生”，却越做越痴迷

不要老想着出名，要老老实实做好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