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创新

2020年 6月 29日
4版 星期一 利慧郭：辑编 物人

“ 走 近 汝 瓷 大 师 感 受 艺 术 之 美 ”系 列 报 道

昔日指挥近千名工人的往事，在他的心里渐渐淡

去；创业初期，众人拾柴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留给刘

军立的，只有孤身一人在摸索中奋力前行。

从传统的汝瓷器型八卦鼎、三牺尊、荷叶口瓶、莲花

碗、观音瓶、水仙盆等做起，通过反复烧制汝瓷烧片，稳

定原矿石产地，刘军立不断改进釉色配方，让自己的作

品渐渐“雨过天晴”，呈现天青之美。

他精心烧制的故宫博物院珍藏汝瓷四件套作品，终

于在 2002年异彩初现。当年下半年，他研发的“汝瓷邮票

四件套”作品，按照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实物 1:1比例烧制，

因釉色非常接近古汝瓷，使他与平顶山市邮政局一下子

签订了 3年的供销合同。“当时平均一个月有 100多套的

订购量，有了这个稳定的销量，我越干越有劲。”

到 2003年，刘军立研制的仿古汝瓷、汝瓷工艺品已

达到近 300个品种。

经历一番寒彻骨，终得梅花扑鼻

香。2008年，他的作品汝瓷天青釉水仙

盆荣获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

奖金奖；同年，作品豆绿汝瓷碗在第八

届中国陶瓷艺术设计与创新评比河南陶瓷

艺术大赛中荣获金奖。2010年，作品汝瓷大

盘荣获“河南之星”陶瓷艺术设计铜奖；同

年，作品水仙盆在首届中国汝瓷文化节汝

官瓷仿复制品评选中被评为珍品；作品五

福拜寿在首届中国汝瓷文化节中荣获首届

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铜奖。2014年，

作品汝瓷艺术盘在河南省第二届陶瓷艺术

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同年，作品百合洗、汝

瓷洗在河南省首届陶瓷艺术品博览会上荣

获金奖。2015年，作品汝瓷折边盘荣获中国

陶瓷艺术大展暨第十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

创新奖铜奖；同年，作品特号三足洗荣获国

家级金奖。2016年，作品汝窑特号三足洗荣

获第二届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金

奖；同年，作品汝瓷邮票四件套荣获首届

“超越杯”中原陶瓷文化艺术创作与设计大

赛优秀奖。2019年，其汝瓷作品入选“辉煌中国 璀璨

工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河南工艺美术精品展；同年，

作品竹节瓶荣获献礼新中国 70周年———中原陶瓷文化

艺术大奖赛一等奖。

在他自己建造的艺术殿堂，他对汝瓷天青釉、豆绿

釉、月白釉、天蓝釉等釉色展开进一步研制与改进。先后

发表了《汝瓷的生产工艺探秘》《汝瓷神秘悬念探索》《打

造汝窑文化品牌 再创汝窑历史辉煌》等论文，成为当

之无愧的汝瓷釉色研制的领军人物。

刘军立本人先后被授予河南省高级美术师、河南省

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并当选为河南省第

十届青年联合会委员、汝州市陶瓷协会副会长。

“汝瓷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代

汝瓷人，必须好好传承下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汝瓷事

业。现在汝瓷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我虽然年龄

大了，但信心十足，还准备在汝瓷小镇建立自己的研发

基地。”刘军立笑着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盛名在身，却处事低调、淡泊名利。这

是他们夫妻俩留给所有接触过的人最深的

印象。

1984年 6月，张天庆主导研发的汝窑

天蓝釉产品，获得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的全国

新产品开发奖；6月，汝瓷天蓝釉产品获得

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的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

品奖；7月，汝瓷艺术品获得国家轻工业部

颁发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一等奖。1986

年 6月，汝瓷产品获得国家轻工业部金杯

奖。1990年 12月，汝瓷产品获得国家轻工

业部举办的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

1994年 8月，汝官瓷研究获得联合国发明

创新科技之星奖。2006年 11月，汝瓷双耳

大福尊获得中国五大名窑陶瓷作品展组委

会金奖。2008年 8月，汝瓷奥运中华尊获得

香港国际陶瓷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汝

瓷创作设计银奖。2010年 1月，汝瓷和谐尊

获得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上海世博会国礼

一等奖；12月，汝瓷邮票四件套获得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办的第九

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优秀奖。2011年 8

月，汝官瓷奥运中华尊获得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举办的中国首届陶瓷“大地奖”银奖。2012

年 7月，汝瓷大美尊获得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第二

届陶瓷“大地奖”金奖。2013年 7月，汝瓷中

华尊、汝瓷粉青釉玛瑙釉美梦尊分别获得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

办的中国第三届陶瓷“大地奖”金、银奖。

2014年 6月，汝瓷马到成功盘、汝瓷孺子牛

盘获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第四届陶瓷“大地奖”金、

银奖。2015年 6月，汝瓷“吉祥”盘获得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办

的中国第五届陶瓷“大地奖”金奖。2016年 5

月，汝瓷金猴圆梦盘在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会上，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

奖“金奖”。2016年 6月，汝瓷“粉青刻花玉

壶春”瓶获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

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第六届陶瓷“大地

奖”金奖……

据不完全统计，53年来，张天庆个人及

其烧制的汝瓷作品先后获得各类奖项数十

项。作为汝瓷领军人物，其作品不仅被北京

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英国珍宝博

物馆等单位收藏，还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

国元首。

2010年 12 月，张天庆荣膺“世界华人

美术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奖获得者”，被授

予“世界华人艺术名家”称号，一生的追求

终于收获了世界的认可。

2007年 12月，张天庆接到北京奥运组

委会通知，要求他所在的汝瓷研究所以最

快的速度赶制出汝瓷作品，作为国家领导

人馈赠礼宾的纪念品。张天庆十分珍惜这

个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中国原产地汝瓷

的机会，他与国际艺术大师、著名汝瓷专家

韩美林一起合作开发，夜以继日反复创作、

修改、烧制，最终完成的汝瓷奥运中华尊惊

艳四座，征服了无数外国友人。

国外曾有人报价 2亿元请张天庆转让

技术，但他坚持认为，汝窑和汝瓷是我国创

造的国粹文化和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悠久，这项技艺源自中国，发扬自中

国，也必然属于中国。

从事汝瓷烧造 53年来，张天庆夫妇积

极贡献自己的能量，希望推动汝瓷事业的发

展，以免一代匠人呕心沥血“找回”的汝瓷烧

造工艺，再次被遗落在历史的长河里：“老祖

宗留给汝州的财富，不能

断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张
天
庆
郭
秀
贞
：
一
生
相
伴
造
名
瓷

张绍文是现今已 72岁的张天庆的叔叔，也是他从事

书画艺术、汝瓷艺术道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从 12岁起，张天庆就跟随张绍文学习书画技艺，曾

参与了河南省委大院、郑州飞机场等一些重要场所的雕

塑、宣传版画的设计工作。1965年 12月，17岁的张天庆

回到临汝县，开始参与临汝县城区一些伟人雕像的设计

工作。1967年 1月，为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张天庆怀

着满腔报国热情和对汝瓷的钟爱进入临汝县国营汝瓷

厂，协助造型设计。

1975年，张天庆担任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技术副

厂长。1978年，张天庆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美

院）陶瓷系。在学校，他时常聆听张仃院长、韩美林教授的

教诲，他在艺术创作中的突出表现和惊人天赋，让老师们

都对他寄予厚望。

对于研究恢复断代 800年之久的汝瓷烧造技艺，张

天庆到了痴迷的地步。从 1975年起，他历任临汝县工艺

美术汝瓷厂技术副厂长、汝州市汝瓷三厂厂长兼书记、河

南汝州·中国汝瓷研究所所长。过硬的技术和长时间积累

的造型设计经验，为他开展汝瓷复原技术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

作为天青釉汝官瓷、汝窑刻印花豆绿釉、汝窑月白

釉、汝窑天蓝釉等 9项国家下达的科研项目课题负责人

和研究者，张天庆荣获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其中获得

联合国创新发明之星奖 1项、国家级金银奖 22项及国家

发明专利 4项，外观使用专利 8项。

他所研制的汝瓷作品，经中央轻工部、河南省科学

技术厅、故宫博物院联合聘请的李国桢、冯先铭、张锡

秋、叶喆民、耿宝昌、宋伯胤等全国著名专家鉴定认

为：各项物理、化学性能指标均接近并达到宋代汝窑水

平。

1 岁师从叔叔张绍文 岁参与汝瓷设计

2 企业改制后夫妻相伴回家造瓷

在恢复汝瓷烧造技艺的研发道路上，张天庆最感谢

的是妻子郭秀贞的比翼双飞。郭秀贞因其在汝瓷造型设

计上的突出成就，在今年也荣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郭秀贞 1973年 9月进入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科

研组工作。1978年 12月到浙江龙泉青瓷研究所，师从徐

朝兴大师学习青瓷造型刻花工艺。1990年，由她设计刻花

的汝瓷套组料器花盆，成为汝州市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

她也因此被平顶山市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营、集体和乡

镇企业改制，张天庆、郭秀贞夫妇下岗。

经过一番思索，夫妻俩决定继续沿着汝瓷的研发道

路走下去。“在汝瓷厂干了 20多年，对汝瓷的一套生产流

程再熟悉不过，觉得再离开它已经没啥可干，还是做汝瓷

最有感情。”张天庆回忆说。

1997年 3月，夫妻俩在家里建了一个 0.5立方米的

小窑。为了节省成本，已经 49岁的张天庆带着妻子郭秀

贞，坐城乡客车到蟒川镇唐沟村，再步行进入山沟找原矿

石。蟒川镇蒋姑山周围的桃木沟、罗圈沟、陈沟等，是他们

夫妻俩经常找矿的地方。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找到原矿

石后，夫妻俩自己动手挖出几十斤，再背着步行十几里到

达客车站点，坐车返回市区做成烧片试烧。“汝瓷的胎料

和釉料配方是稳定的，但原矿石产地不一样，里面的成分

也不一样，那时候没有先进的仪器化验，只能靠不断的试

烧，来确定每一批矿石的配比。”

张天庆和妻子郭秀贞，一个做胎料和釉料配比，一个做

器型设计和雕刻，成为汝瓷研发道路上“最亲密的战友”。

走进张天
庆、郭秀贞夫妇
的小院，厢房里
堆满了各种制
瓷原料和工具，
正房的客厅里，
张天庆各个时
期制作的汝瓷
作品琳琅满目，
每件作品都写
满了岁月的辉
煌和历史的沧
桑。

3 盛名在身却淡泊名利

刘军立：汝瓷艺术 低调中的奢华
一心做瓷，从不张扬，很少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甚至在新闻媒体上几乎搜不

到一篇关于他的专门报道。这就是汝州市华宇汝瓷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军立
的低调之处。他 1985年开始进入原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工作，企业改制后回
到家中创办自己的汝瓷厂，在汝瓷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35年来获奖众多，却
从不在新闻媒体上宣传自己。

6月 16日上午，记者走进华宇汝瓷公司展厅和厂房，第一次与刚刚晋升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的刘军立面对面交谈，聆听他的艺术道路。

从厂长到下岗职工 始终难舍汝瓷研发

1985年 5月，21岁的刘军立通过招工进入当时的

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工作。作为一般的技术工人，他

先后干过拉料工、烧成车间工人，还做过料器花，“当时

厂里是多种经营，除了研发生产汝瓷外，还给很多酒厂

做过酒瓶，还有两条炻瓷生产线，生产茶杯、瓷碗等，还

做料器花等工艺品。产品都是订单式生产，效益很好，工

人有七八百个。”

从 1985年到 1996年，踏实钻研的刘军立接触到了

汝瓷生产的各个工序，渐渐历练成为一名熟练的汝瓷生

产技术工人，并从一般的技术工人脱颖而出，从车间主

任到技术副厂长，并被提拔为汝瓷厂厂长。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营、集体和乡镇

企业改制，1997年 9月 22日，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

实现改制，时任厂长的刘军立和其他工友一样下岗回到

家中。

“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也曾雄心勃勃，想带着

几百号人好好干，让职工有饭吃，也能把汝瓷研发继续

做下去。然而大的形势谁也阻挡不了，所以只能下岗回

家。回到家里后一直在想自己还能做什么，想来想去，觉

得还是只有做汝瓷，心里最踏实也最熟悉。”回忆起当初

下岗时的情形，刘军立脸上多了几分遗憾和无奈的神

情。

作为汝瓷厂厂长，刘军立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

验，又对汝瓷的整个研发生产工序十分熟悉。靠着这些

积淀，刘军立在市区双拥路西侧租了一个院子，建起了

一个 2立方米的窑炉，这样的窑炉在同样下岗后研发汝

瓷的工友们中，算是最大的窑炉了。他的威望也吸引到

了几名朋友成为他的合作伙伴，还从汝瓷厂的下岗工人

中挑选了七八名熟练工人跟着他一起干。“我这个人弄

啥事不喜欢勉强，喜欢风风火火。当时投资了十几万元，

起点算是很高了。”

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他的汝瓷厂还是遇到了许

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当初在汝瓷厂时，烧制汝瓷利用的

是工业化的循环式隧道窑，而现在改用单窑式烧制，烧

制工艺需要大的改进；不仅如此，因为当时缺乏先进的

化验技术，每次购进的胎料和釉料原矿石产地不一样，

里面的成分也不一样，所以在使用时很难掌握配比。

“烧汝瓷是火中取财，成品率低，风险很大。当时烧

一窑的成本有三四千元，一连烧了五六窑，几乎没有烧

出一件好瓷。思想压力很大，几个合伙的朋友都退出了，

最后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对汝瓷的那份执着和坚信，

让我从来不去想放弃或者改行。”刘军立说。

“汝瓷邮票四件套”让他峰回路转

刘军立查看素坯

素坯雕刻

张天庆汝瓷展厅一角

张天庆审视自己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