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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农影新媒体中心的刘栋
担任第六届世界青瓷大会（青瓷宝剑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总导演，正在悉
心筹备开幕式的每一项工作。为了能
够在开幕式上逐一完美呈现青瓷宝剑
文化“深化、物化、转化”成果，远道而
来的刘栋先将自己变身一名“游客”，
在龙泉走街串巷，沉浸式感受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的守正与创新。

站在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的龙窑
前，刘栋听着关于这座窑的前世今生，
内心澎湃。曾经，这里出产的龙泉青
瓷一直作为大宗商品，通过陆路和海
路出口到亚非欧三大洲的 50 多个国
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地交流交往的

“友谊使者”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标
志性符号。

将古窑窑火以及代表着龙泉宝剑
千年传承的炉火为火种，开幕式以火
炬接力开场，寓意“薪火相传”。这个
颇具仪式感的环节过后，便掀开了“深
化”篇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攻研
究和传播的“深化”工作，前提便是一
代代的剑瓷匠人在保护中接力传承。

正如复建中的龙泉市青瓷研究所
呈现的构成骨架，就像一个缩影照见
了龙泉剑瓷文化不断深化的力量。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遗”龙泉青瓷传承人徐朝兴过去60年的
职业生涯里，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
第二届龙泉青瓷研究所所长的经历，让
他记忆犹新。1977年，龙泉瓷器总厂成
立龙泉青瓷研究所。随后的20多年里，
该研究所作为当地发展传统青瓷生产的
唯一科研机构逐步成为青瓷传统技术研
究、工艺试验、新产品开发和人才培训中
心。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营瓷
厂改制转型，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现在，迈向新征程的青瓷产业渴
望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复建青瓷

研究所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次世界
青瓷大会上，带着新使命的青瓷研究
所将正式挂牌。届时，师从徐朝兴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胡兆雄将从历任的
老所长手里接过“深化”的接力棒，正
式成为新时代青瓷研究所的所长。

研究所下设5个专业委员会开展用
料、造型、装饰、生产工艺等方面的研
究，更年轻的青瓷匠人将挑起大梁为产
业发展壮大贡献力量。此外，研究所下
辖中国美术学院龙泉研究院、景德镇陶
瓷大学龙泉研究院，助力龙泉青瓷产业
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龙泉人善于用一件件
珍贵的文物来“传播”剑瓷的故事。此
次开幕式将发布的“传世青瓷重现”是
一场重头戏。接下去，龙泉将从《宋画
全集》、海外博物馆、文献资料中收集
经典传世青瓷器型汇编成册，由专家
团队筛选认定每年的复刻器型后，邀
请名人大家和老中青三代青瓷匠人联
合创作重现，并将重现的青瓷作品收
藏于龙泉非遗馆。据悉，开幕式上首
批将发布100个经典器型。

得益于大会大展、影视等多样化
的传播途径，这两年，龙泉的剑瓷文化
不断“出圈”：成为 APEC 北京峰会、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等国际活动国宴用瓷和专属国礼；惊
艳亮相杭州国家版本馆；在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获得“特许经营权”⋯⋯

如同开幕式现场将在大屏幕上点
亮龙泉剑瓷走向“一带一路”的文化版
图，胸怀天下的龙泉剑瓷文化在新时代
也陆续走向全球各国。此外，这些年，
龙泉还先后获评国家文化先进县、中国
陶瓷历史文化名城，龙泉窑大窑—金村
遗址入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世
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单，一个与世界对话
的“天下龙泉”发展蹄疾步稳。

深化

今年 5 月 26 日，望瓯·陶溪川文创
街区启幕亮相。

这片 197 亩的原工业遗存区，拭
去光阴的尘埃，成为龙泉极为引人瞩
目的城市文化客厅。这个地方同样让
刘栋流连忘返。

每当节假日或者周末，望瓯市集
上，各种小摊沿路摆开，吸引着众多游
客。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望瓯·陶溪
川文创街区总经理刘志辉很欣慰。曾
经，这里是国营瓷厂——过去的大型
陶瓷企业遗址，断壁残垣，如今，老厂
房焕发了新活力，原来的烧炼车间变
身美术馆、博物馆，烟囱、水塔依然耸
立。它是龙泉献给龙泉人的一件作
品。

离望瓯·陶溪川不远的是龙泉的
又一地标——龙泉宝剑小镇。走在龙
泉宝剑小镇的青石路上，水池台榭、古
代铸剑的场景近在眼前，从铸剑房、磨
剑坊到宝剑展览馆，素雅复古的唐宋
风格建筑里，传承千年的锻剑工艺流
程被完整重现。

“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本来就是
丰富生动的，宝剑小镇把抽象的概念
具象化了。”第一批入驻宝剑小镇的夏
飞说，随着历史文化内容的不断加入，
龙泉宝剑的人气迅速上升。

不止如此，青瓷小镇、西街历史文
化街区等核心景区，也是剑瓷产业融
入城市生产生活场景中的地标，都可
以体验剑瓷品质城市的风貌与灵魂。

得益于剑瓷文化的“转化”工作，
龙泉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年
上半年，龙泉实现旅游总收入 13.5 亿
元，同比增长 19.7%；接待游客 115.2
万人次，同比增长22.0%。

“剑瓷”作为龙泉文化产业复兴上
的最佳代表作，是一座城市的核心凝
聚力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近年来，
龙泉聚力打响“文润龙泉 臻致品质”
文化品牌，并下发《关于塑造“文润龙
泉 臻致品质”品牌加快推进新时代文
化龙泉建设实施意见》《龙泉市“城市
书房、百姓健身房”三年行动计划》等
文件，一批城市书房、百姓健身房、游
步道建成投用⋯⋯100 多个“15 分钟
品质文化生活圈”分布在城市、乡村的
各个角落，为城乡居民带来了高质量
的文化生活。

这些看似并不起眼的细节创新，
以点带面，培育出蓬勃的经营主体，无
形中增强了工业、文化领域的微观活
力。近年来，龙泉还成功创建省级龙
泉青瓷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入选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双百
强县”，并获评全国十佳体育旅游目的
地。

在开幕式的尾声，围绕产业发展、
文旅融合、招才引智等一大批项目将
进行签约仪式。这也代表着龙泉最大
的心声——剑瓷文化不仅仅是投射于
这座城市的美学，更是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显著力量。

转化

信步在龙泉窑望青创园，刘栋便
被 园 区 内 一 个 个 年 轻 的 面 孔 所 吸
引。在此次开幕式上，“物化”工作所
展现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青年力量。

它所展现的活力和创造力，正在
赋予传统剑瓷产品新内涵、新空间、新
属性、新功能。比如一批以“艺廊”“尚
唐”“瓯江”为代表的龙泉青瓷文创企
业，正积极推动艺术品与日用品融合
发展；一个年龄平均只有20多岁的刀
剑复原团队，从上海慕名而来，为龙泉
宝剑产业注入了更多的可能⋯⋯

源源不竭的创造力，依靠平台的
托举——青瓷文创基地、窑望青创
园、河滨坊青创园、望瓯·陶溪川文创
街区、龙泉宝剑小镇等平台，正逐渐
成为创业者的“造梦空间”。截至目
前，龙泉已累计招引全国青创团队
380余个。

来自河南洛阳的朱旭，于 2015
年开始做龙泉青瓷设计，是其中一个
青年创客代表。他说，因为喜欢龙泉
青瓷无限创作的可能性，所以来到龙
泉创业发展，后来接触到青创政策，
给了他很大帮助，这更让他坚定了留
下来的决心。

为了促进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龙 泉 也 始 终 深 耕 传 统 剑 瓷 优 势 领
域。一方面进一步制定行业规范，出
台《龙泉青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
办法》推动龙泉青瓷瓷土实现标准化
生产，编制发布《龙泉传统宝剑》《龙
泉菜刀》《动漫刀剑》3 个标准，促进龙
泉宝剑产业实现标准化生产。

除此以外，龙泉亦围绕壮大特色

产业，大力开展龙泉青瓷产业共性技
术项目攻关，不断推进龙泉青瓷与大
漆、金缮、版画以及雕塑的结合，推动
剑瓷产品由单一向多元拓展、产业由
分散向集聚转型、产业链由中端向

“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铸剑师胡小军和青瓷艺人李震

正是这些工作的受益者。
在此前热播的电影《封神》里，主

角们所用的神兵利器，均出自胡小军
之手。在很多人眼里，尽管胡小军已
经拥有20多年的铸剑经验，可他的作
品却越来越显个性和新潮。“我的内
心有一种求新的特性，每次做东西都
想做到与众不同。”胡小军说，这和龙
泉当下的产业环境特别契合，总有一
种力量在鼓励大伙儿走向创新。

李震也有相似的感受。这个自
谦“不成器”的青瓷艺人，已在青瓷的

“江湖”闯荡了 30 年。他的佳作曾在
杭州 G20 峰会元首厅陈列，还代表龙
泉青瓷文明第一次登上太空。他说

“龙泉创作环境越来越好”，希望更多
人能参与到青瓷产业中来，让青瓷成

“大器”。
数据显示，目前龙泉剑瓷行业经

营主体超过6000家，从业人数近3万
人。通过不断推进“物化”工作，至
2022年底，剑瓷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超6.0%。

无论是坚守工艺的匠人，还是创
意迭出的年轻人，随着人才与智慧的
涌现，龙泉这座青年发展型城市正以
文化为纽带连接古与今，赋予传统和
内涵以形象，一生万物，生生不息。

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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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龙泉，秋意盎然。第六届世界青瓷大会(青瓷宝剑文化旅游节)举办在即，备受期待。

近年来，龙泉市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打造剑瓷文化产业平台，延伸剑瓷历史经典产业链，致力推进剑

瓷文化“深化、物化、转化”，推动青瓷宝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悠久的剑瓷文化为底色，不同的人在龙泉可以感知不同的城市魅力——有的人看见古老，有的人品味青春，有的人享受归属。这些都是来自一座品

质之城内外兼修的锻造，而品质的力量也让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远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