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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大写是中国，小写是瓷器。称谓叠
合，使得瓷器长期被视作中国文化的具象代表。

文化交流，以瓷载之。过去，“丝绸之路”
上的驼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将景德镇瓷器
及制瓷技艺先后传到亚洲、欧洲、非洲几十个
国家和地区；今天，活跃在景德镇的“洋景
漂”，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怎么会有一座城市，都在从事着陶瓷相
关的产业，有人拉着一车的瓷器坯料，有人骑
着车拉着很大的青花瓶，走一会儿就可看到
整条街的瓷器店铺⋯⋯”来自英国的艺术家
埃莉诺今年第一次来景德镇，最近她正将自
己所见的画面创作进作品。未来，随着她的
作品展出，这些中国文化符号将走向世界。

向世界说中国，“洋景漂”已不再局限于
瓷器本身，而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影响身
边的每一个人。

每年，亚历山大都会抽空回白俄罗斯看
望家人，也会和陶艺界的朋友聚会，请他们尝
尝新带去的中国茶叶，聊聊各自的生活和创
作。他的创作中，有中国各地的山川，有苏州
园林，还有印有山川图案的茶盏。

出于对景德镇的热爱，日本陶艺家高柳绫
绪将看到的山水、草木、星空、花朵绘制于坯体
上。平日里，她非常热衷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自己在景德镇的日常，时常有人问她在景德镇
的情况，她总会热情回答。有一次，一位在日
本学习绘画多年的小姑娘，希望这位陶艺界前
辈能给一些意见，高柳绫绪告诉她：“你应该去
景德镇！”

“小镇”虽小，已连通世界。
“小镇”虽小，还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

如何进一步在文化强国建设当中发挥更
大作用，已然成了千年瓷都的时代之问。“我
们正担起‘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试验区’的历史使命，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
平台。”陈优说。

从事现代陶瓷艺术创作与国际交流20余
年，张婧婧常常走出国门。“近年来，陶瓷大学
通过多元的合作方式输出陶瓷文化。如交换
项目、师生交流、科技合作⋯⋯不仅要让各国
友人了解我们的历史，也要了解我们当下在
做的事情。”不久前，张婧婧刚从意大利回来，
此行不仅与意大利新米兰美术学院、维泰博
美术学院等多所高校开展交流，还在意大利
挂牌成立了意大利“唐英瓷坊”海外陶瓷文化
中心，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与世界对话，景德镇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

向世界讲述中国

分享陶瓷创作背后的中国故事

5000“洋景漂”在景德镇玩泥巴
潮声丨执笔 吴丽燕

最近，一群“洋景漂”在社交媒体上火了。
他们是外国创业者，有高校艺术生，也有艺术家，他们肤

色不同、语言不同，但因为陶瓷艺术，汇聚在千年瓷都景德镇，
得名“洋景漂”。

今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调研时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名片。记者眼前的“洋景漂”，架起支架，打开手
机，面对镜头，用不算流利的中文，和大家分享着陶瓷作品创
作背后的中国故事。

这群“洋景漂”，现在已经有5000多人。他们对中国文化
的向往，启发我们思考：当下，我们该如何与世界对话，尤其是
怎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用小写“china”讲
好大写“China”故事？

冬日的景德镇，文艺范十足。随意漫步在街头巷陌，街边
电线杆上裹着的青花瓷外衣，散落在四处的废旧大烟囱，几乎
每一个空间都和瓷有关。在陶阳里、陶溪川，还能偶遇不同肤
色的“洋面孔”。

记者见到来自白俄罗斯的艺术家亚历山大时，他正在陶
阳里国际工作室创作即将要展览的陶艺作品。“我很喜欢喝中
国茶和制作瓷器，来景德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亚历山大尽
管只能用简单的中文交流，但这并不影响他与人分享陶瓷的
热情。

“相信每个从事陶瓷相关工作的人，都知道景德镇这座城
市，这里有完善的制瓷产业链。”亚历山大长期从事绘画和雕塑
相关的创作。在他看来，景德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这里保存
了中国最古老的制瓷技艺，有艺术情趣，也有文化氛围。

亚历山大说，刚来景德镇时，他也担心过语言沟通这事。
“在国际工作室，有位小姑娘会经常带我一起去采购，完全不
用担心。”让亚历山大想不到的是，景德镇人也很国际化。有
一次，他去一家店铺买黏土材料，一位约莫 50 岁的老板竟然
能很顺畅地用英语与他交流，说得还是很多陶艺上的专业术
语。离开时，他发现书桌上放着一本英语学习书籍。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洋景漂”概念虽新，景德镇人
才迁移却古已有之。景德镇市陶瓷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优
说，景德镇历来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虽然不沿边、不沿海，
但开放包容却是其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

“在这里，每一种表达都能得到尊重。”来自法国的陶艺家
开弥曾辗转瑞士、荷兰、英国等地学习陶瓷。“漂”在景德镇 8
年，她对这一点感触颇深。开弥曾在创作《水浒传》人物雕塑
时，试图以青花工艺在武松身上绘制丘比特之箭等西方文化
元素，并为武松戴上一顶鸭舌帽，让当地老师傅有些哭笑不
得。“我们之间既有文化差异又有年龄代沟，起初他们不认可
我的想法，但他们最终还是尊重我的表达。”在景德镇，开弥并
不担心会被误解。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漂”或许是一种不确定状态的描
述。“洋景漂”却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景德镇让他
们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漂”反而有了很强的主动性，大有“此
心安处是吾乡”的认同感。

这份归属感和认同感，或许来源于历史渊源，或许源自完
整的制瓷工艺体系，或许来自包容、自由的创造氛围。或许，
还有新时代景德镇对软实力的不断打磨、提升——这些年，当
地专门成立景漂景归人才服务局，采取“平台+政策+环境”的
模式，不断优化人才生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并从提供签证
停居留便利、创新创业支持、成长成才平台和营造拴心留人环
境等方面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景德镇，正在以新的方式再
现“文化强磁场”。

主动“漂”在瓷都

3 个多月前，循着中国瓷器的源头，26
岁的土耳其姑娘迪兰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陶瓷设计。

迪兰的家乡是土耳其“瓷都”伊兹尼
克。数百年前，中国的青花瓷通过古老的
丝绸之路传入土耳其，当地的工匠开始尝
试复制青花瓷，由此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伊兹尼克陶瓷和青花瓷有许多相似的
元素，但实际操作后发现还是不一样。”迪
兰对青花瓷情有独钟，但因为她对青花料
的脾气秉性不了解，此前设计的几个作品
都失败了。于是，她请教当地师傅，照着一
件件老物件去学，慢慢理解了中国的图案
纹样和绘制技法。

最近，迪兰用青花蓝成功完成了一件
陶瓷作品，以荷花为主题，融合了中土两
国的荷花纹理图案，展现出时空与地域的
交融。

“我可以透过中国陶瓷，来了解中国各
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
物馆，迪兰对青花瓷有了进一步了解，数百
年前，产自波斯地区的苏麻离青（青花瓷原
材料）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景德镇工
匠反复试错，创新烧制出了惊艳世人的青
花瓷。

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是中国人面对
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基本态度。在景德镇，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你可以往瓷器中
加入你的任何想法”。这样开放包容的姿
态，让“洋景漂”因“瓷”而来的同时，又在
窑火烈焰中激发灵感，在交流融合中碰撞

火花，给这座城市带来新思想、新设计、新
产品。

每当夜幕降临，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
区支起一个个摊位，精致的陶瓷艺术品琳
琅满目。摊位上，交流声此起彼伏，时不
时能听到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眼下，这个从国营宇宙瓷厂改造而
成的造梦空间，已是国内外艺术家、陶瓷手
工艺人集中创作、办展、摆摊、交流之所，呈
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景德镇文化。

“从三宝国际陶艺村到乐天陶社，星星

之火慢慢散开，然后引发陶溪川、三宝瓷谷
等各个园区的裂变，‘洋景漂’在这里学习交
流，进而认识中国文化、认识中国。”在景德
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看来，“洋
景漂”无论留下创业，还是回到自己国家，都
会促进陶瓷文化交流。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艺术交流，因文化之间不同而更有意义。”
张婧婧特别指出，陶瓷文化发展应该求同
存异，保留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交流
中，要尊重不同文化，保持平等心态。

交融中文化互鉴交融中文化互鉴

埃莉诺的作品中融入了很多景德镇元素。迪兰展示最新完成的荷花主题作品。迪兰展示最新完成的荷花主题作品。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夜景。 新华社记者 卢哲 摄

陶溪川文创街区至今保留着标志性的砖红色建筑和老旧烟囱。陶溪川文创街区至今保留着标志性的砖红色建筑和老旧烟囱。 游客正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参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吴丽燕摄

亚历山大正在创作。

160处瓷业遗址、108条老里弄、12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数字，勾勒出
千年瓷都景德镇作为“世界陶瓷文化遗产样
本区”非凡的文化底蕴。

2015年，景德镇正式启动以御窑厂遗址为
核心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将御窑厂遗址、
乐平南窑古瓷窑址、兰田古瓷窑址、湖田窑遗
址、丽阳窑遗址、落马桥窑址等18处历史遗迹
作为遗产构成要素主体进行整体申报。2017
年1月，御窑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景德镇正式拿到了申遗“入场券”。

2018年，景德镇确定将18处历史遗迹缩
减至6处（暂定）作为遗产构成要素主体进行
整体申报。据悉，御窑厂遗址、落马桥窑址、
湖田窑遗址、乐平南窑古瓷窑址、高岭土矿遗
址、东埠码头这6处历史遗迹具有更鲜明的
历史特征和价值。这些年，景德镇把申遗工
作作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的龙头工程。2022年1
月，在景德镇御窑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动员
大会上，景德镇提出“力
争2024年、确保2026年
申遗成功”的目标。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景德镇申遗进行时

· 公益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