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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汝瓷梦想

王振宇今年 49岁，戴着一副眼镜，面容和
善，温文尔雅。

王振宇的汝瓷之路，源自他的姑父，也是他

幼时的启蒙老师马永杰。马永杰是汝州市恢复

断代 800年之久的汝瓷烧造技艺的功勋人物之
一，王振宇在五六岁时就跟随马永杰学习素描

和泥塑。

“我算是‘瓷二代’了，从小受到熏陶，培养

了我对陶瓷的兴趣和爱好。”王振宇说。1992年，
在马永杰的推荐下，17岁的王振宇进入汝州市
工艺美术汝瓷厂工作。一年后，王振宇被选送到

西北轻工业学院（现为陕西科技大学）陶瓷专业

深造。大学毕业后，王振宇回到汝瓷厂，参与日

用炻瓷生产线的筹建工作。他作为技术员参与

窑炉图纸的改造和生产线的设备选型及调试，

并担任过车间主任。其间，他把在学校学到的知

识从头到尾完成了一次深入实践。“这对我帮助

很大。”王振宇说。

然而，1998年的下岗经历让王振宇一度陷
入困境，但他对汝瓷的热爱始终未曾动摇。2007
年，王振宇决定重拾汝瓷事业。在创业初期，他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烧制汝瓷需要极高

的技术和耐心，王振宇自己设计制作了实验窑，

并在汝州、宝丰、南召、西峡等地奔波，寻找适合

烧制汝瓷的原料。

一次，在从南召县采购玛瑙回来的路上，因

连续工作疲劳驾驶，王振宇险些坠崖；还有一

次，他到汝州和鲁山交界的山上寻找一种钛铁

矿，不慎摔断了左腿。更惊险的是，2011年底，因
大风天气，动力电线刮擦短路造成车间设备漏

电，他差点丧命。尽管如此，王振宇从未放弃。他

深知，唯有热爱到超越生死界限才能烧制出真

正优秀的汝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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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汝州市风穴路与梦想大道交叉口北侧附近的汝宝斋

汝瓷展厅内，一个个汝瓷展架上，不同色泽的汝瓷作品在灯光的

照射下泛着宝光。54岁的胡忠成站在展架前，仔细察看手中一只
梅花杯的釉色。

这款杯子以梅花为设计元素，构思巧妙地将梅花的 5瓣造
型融于汝瓷，是汝宝斋的专利产品。梅花杯在设计之初几易其

稿，以其极具美感的设计和恰到好处的握持手感在汝瓷市场上

畅销多年。

胡忠成是汝宝斋的董事长、艺术总监，热爱汝瓷的他从瓷厂

工人做起，在汝瓷设计制作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现在是高级工艺

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结缘汝瓷 梦醉天青

胡忠成与汝瓷结缘，得从一次招工谈起。1986年，临汝县
工艺美术汝瓷厂（后改名为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坊间称汝

瓷二厂）招工，胡忠成进入厂里工作。在汝瓷二厂工作期间，胡

忠成怀着对瓷器的一腔热爱和执着刻苦学习技艺，吃苦耐劳、

善于钻研，被厂里任命为新上的炻瓷生产线工段长。这条生产

线生产专供出口的炻瓷餐具。从制作到烘干、施釉，胡忠成熟

练掌握了各环节工艺并成为技术能手，后又调任厂办公室主

任。

一次偶然的机会，胡忠成在汝瓷二厂的展厅里看到了汝瓷

作品，顿时痴了：温润如玉的釉面如雨过天青般美丽，通体开片

纹形成独特的装饰效果，底部满釉支烧技术称得上一流，真不愧

“汝瓷为魁”的称号。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为汝瓷而来

的。就这样，汝瓷的朴素之美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2004年，曾经辉煌一时的汝州市
工艺美术汝瓷厂宣布破产改制，进入清算程序。稍早的 2002年，
胡忠成参与为汝瓷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单独筹建了汝

瓷行业门户网站中华汝瓷网。网站于 2003年上线，在网络尚不
普及的年代，为世界各地的人了解汝瓷打开了一个新窗口。

深爱的汝瓷厂破产清算，胡忠成借来一部相机，拍下了厂区

的厂房、生产线、大门等，“我得为即将湮灭于历史长河的汝瓷二

厂留点图片资料。”胡忠成说。

中华汝瓷网以弘扬汝瓷文化、展示汝窑瑰宝为宗旨，立足本

地，面向全球，展示汝瓷大师的风采，展出了一大批汝瓷作品。

“鼠标轻轻点，汝瓷网上现。”中华汝瓷网一面世即引发极大关

注，新浪网对其上线进行了报道。随着中华汝瓷网内容的不

断丰富，不少知名网站开始转载其网页和图片，为传播汝瓷

文化搭建起了网络桥梁。

致力研发 弘扬文化

2004年，胡忠成的汝宝斋工作室成立，网站维护、汝瓷宣
传、产品经营，胡忠成忙得不亦乐乎。2006年，胡忠成又创办了
自己的汝瓷厂。他和妻子一道，去蟒川、陵头等乡镇找料、选料。

从磨料、设计器型、拉坯到调釉、烧制，他们并肩战斗。

那几年，各汝瓷企业都在生产传世汝瓷产品，产品同

质化严重。2007年，胡忠成外出学习，接触到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张守智的理念：产品造型的设计要贴近生活、

融入生活。于是胡忠成转变思路，开始走艺术品实用化的

创新之路。

他到宜兴、龙泉、景德镇等地考察，进工厂、看工艺，回来后

以茶具为主要研发方向，开始了日用瓷的研制与生产。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就一把壶而言，除造型之外，握把的手

感、出水收水等细节都会影响客户的使用感受。胡忠成潜心设计研

发，在守正中创新，攻克了一个个难题。

“汝瓷上釉烧成后会有比较大的收缩率，在产品设计时需要考

虑进去。特别是收缩后，茶壶和壶盖不能粘连，更要密闭不漏茶水，

这都考验着汝瓷的制作工艺。”胡忠成说，各处原矿的成分稍有不

同，一批料用完就得重新试验釉色。

胡忠成在找矿、试验、设计、制作的道路上行稳致远，设计制

作的茶具集观赏性与实用性为一体，一上市就获得了认可。不少

客户通过网站和 QQ、博客等渠道联系上他订购产品。
网上的宣传展示也给胡忠成带来了丰厚回报。随后，个性化

定制进入了他的视野。

汝宝斋是第一批获汝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许

可的企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单位。胡忠成的作品《一帆风

顺》被上海世博会汝瓷专用礼品组委会评审为国礼用品，赠送外

国政要，人民网也以“从下岗职工到陶瓷艺术大师”为题报道了

他的创业历程。汝宝斋汝瓷厂被河南省文物局命名为“河南省文

物复仿制品研究开发基地”。2015年，胡忠成的作品《荷韵》获第
十届全国陶瓷艺术大展金奖。

“竹节杯寓意节节高，半月壶取‘万事只求半称心’之意。”胡

忠成说，汝瓷产品不能仅仅是个冰凉的器物，要融入能体现中国

文化的元素。

传承技艺 振兴汝瓷

汝瓷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自建院之初就把陶瓷专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去年，该学院

陶瓷馆开馆，其中的陶瓷工艺展馆用一系列模型系统展示了汝

瓷的制作工艺。作为该学院的特聘教授，胡忠成参与了展馆的建

设工作。

“我在汝州职业技术学院主要教授陶瓷制作工艺实操课程。”

胡忠成说，校企结合为汝瓷的传承提供了更多的通道，除了到学院

授课，他还以师带徒的形式在学院收了侯家辉和张小蝶两个徒弟。

周六、周日和假期，二人都会到他厂里学习汝瓷制作技艺。

做汝瓷离不了热爱这两个字，这也是胡忠成进入汝州市工

艺美术汝瓷厂的初心。“我是一名与泥为伍的工匠，是汝瓷成就

了我。”胡忠成说，“振兴汝瓷是我们这代汝瓷人的使命。历史在

注视着我们，时代在考验着我们。这个接力棒现在交到我们手

中，我们责无旁贷。”

“汝瓷必须精细化发展，避免同质化，要给市场客户提供更多的

产品选择，并要进一步根据客户意愿进行个性化定制。”胡忠成说，

在做好汝瓷传统器型与釉色的同时，一定要与时俱进，开发出更多

符合现代审美观念与实用价值的产品，进一步扩大汝瓷的客户群

体，让汝瓷进入千家万户，重现汝瓷的辉煌。

胡忠成院坚持守正创新 重现汝宝风采

王振宇：汝州八景 意融天青
8月 5日，在位于汝州市安国路

的王振宇汝窑·青瓷艺术馆里，集汝州
八景和汝州城、风穴寺等古典元素于
一体的汝瓷作品《大美汝州茶具》在灯
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温润的光泽。凝聚
了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王振宇多年心
血，用浅浮雕在汝瓷茶具上勾勒出意
象的八只杯子和一把壶、一个公道杯，
成就了十全十美的美好寓意。

八只杯子分别展示了汝州八景，
因此，《大美汝州茶具》也叫《汝州八
景》。“把汝瓷和汝州本地景点结合起
来并汇集于一套茶具，既展现了大美
汝州，又通过汝瓷的外销宣传了汝州
形象。”王振宇说。

向美创新而行

经历了无数次实验后，王振宇逐渐掌握了汝

瓷烧制的精髓，2015年，他的科研项目汝窑青瓷
的创新以及工艺标准化理论研究与实践获汝州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得了 5万元的现金奖励。
他开发的粉青釉釉层清澈颜色明快，更适合

浅浮雕作品的呈现。与文艺界人士充分沟通汝州

八景的意境后，王振宇动手画图，和专业设计公司

共同设计出了大美汝州十件一整套茶具，并采用

电脑雕刻出原始工作模具。

2020年，大美汝州系列茶具一经面世，便惊
艳世人、好评如潮。由于历史的变迁，汝州八景的

部分景观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王振宇炼土为

玉、以火塑魂，用汝瓷留住了汝州城历史的记忆。

2021年初，在王振宇的牵头下，大美汝州主
题文学笔会启动仪式举行。王振宇邀请作协、文联

的人士成立了汝州新八景推举群。“我爱汝州，更

爱汝瓷，等选出来公认的新八景后我会再次设计

制作，用汝瓷呈现新八景。如果说老八景是一种缅

怀，新八景将是对汝州的展示与宣传。”王振宇说。

王振宇坚信，创新是汝瓷艺术的灵魂，他利用

现代陶瓷工艺学，不断革新汝瓷的烧造技艺，并设

计加工现代化辅助机械设备，提升生产效率。他的

汝瓷作品《荷口玉壶春》在 2019中国（北京）国际
精品陶瓷展览会暨第八届“大地奖”陶瓷创作创新

设计大赛中获一等奖，作品《大美汝州茶具》在第

九届“大地奖”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中荣获金

奖。

作为一名有着深厚汝州文化情结的汝瓷艺

人，王振宇在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汝州文化元素。

王振宇的汝瓷艺术之路，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

传承，也是对创新精神的不断追求。在他的眼中，

汝瓷不仅是泥与火的艺术，更是他毕生追求的美

好人生。

展现大美汝州

“一直很想做出来和汝州当地文化结合

相对紧密的作品，这是创新的一个途径。”王

振宇说，自己常与文艺界的人交流，特别是经

常读一些作家写的汝州八景系列的散文，受

其启发，总琢磨着如何把汝州八景和汝瓷结

合起来表现。考虑到八景分属不同的地域，放

在同一件作品上不合适，王振宇分别设计了

八个杯子，把汝州八景的诗情画意用浅浮雕

手法在杯子上呈现出来。

汝州八景包括崆峒烟雨、温泉晓霁、岘山

叠翠、春日桃园、玉羊晚照、汝水横舟、龙泉夜

月、妙水春耕。有诗云：“岘山叠翠列围屏，妙

水春田带雨耕。春日桃园千顷绿，秋天汝水一

舟横。温泉晓霁多情趣，玉岫斜晖分外明。我

欲龙泉观夜月，崆峒烟雨阻人行。”伴随余韵

无穷的诗歌，在王振宇的构思下，穿越千年的

汝瓷和汝州当地文化融于那抹天青中。

对应汝州八景的，还有古老的汝州城。望

嵩楼为唐宋时期汝州的风景楼，当时是天下

名楼，明代《正德汝州志》记有“望嵩楼传为刘

禹锡为汝州刺史时所建”，楼高三十米，上下

三层，下大上小，是老汝州城的标志性建筑，

明末毁于战乱。“四四方方一座城”，王振宇取

其意象，设计出一把下大上小的方型茶壶。他

以望嵩楼的剪影形象设计出茶壶的壶钮，留

住历史的足迹。除了茶壶和八只杯子，茶具公

道杯以汝州风穴寺的建筑元素装饰，同样用

浮雕的方式呈现出山门、悬钟阁、七祖塔和望

州亭等。

艺术的创意，看似偶然，实则源于自身厚

重的文化素养积累。爆发，只是一种必然的形

式。《大美汝州茶具》的诞生，是大自然给予王

振宇的奇思妙想创意。

王振宇在检查坯件质量

员工在制作支钉盘汝州八景茶杯

南瓜壶

一帆风顺

胡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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