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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在浙江
最西边的开化县，有一对 80 后夫妻，他
们因陶瓷结缘，以陶瓷为业，并心心念念
同一件事——重现龙坦青花瓷古窑的辉
煌。男的叫汪家良，开化人；女的叫何珊
珊，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因对
明代开化龙坦青花窑制作技艺恢复作出
重要贡献，夫妻俩双双获评第三届衢州
市“工艺美术大师”。

这个国庆长假，夫妻俩几乎没有出
过门，整天窝在自家工作室捣鼓“泥
巴”。“年底前，我们想召集一个‘浙料青
花瓷是否发源于开化’的论证会。”采访
时，汪家良拿着一沓资料说。

走进位于开化县商贸城一楼、古
色古香的“龙坦窑”工作室，琳琅满目
的摆设中，记者一眼就瞧见了两人所
获得的第三届衢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证书。

再往里走，就看到双手沾满泥巴的
汪家良正忙着。他身穿一件灰色 T 恤，
皮肤有些黝黑，整个人略显消瘦，但说起
陶瓷立马两眼放光，来了精神。作为一
个土生土长的“山里娃”，汪家良从小在
距离县城约 30 公里的马金镇霞田村长
大。小时候，他就对“玩泥巴”情有独
钟。初中毕业后，他在家人的资助下到
江西景德镇学习陶瓷设计和制作。在景
德镇的 12 年，他一边学艺一边赚钱，并
与同样爱好陶艺、比自己小 2 岁的何珊
珊喜结良缘，在景德镇开设了自己的陶
瓷工作室。

“那时，我做设计，汪家良制坯，收入
还不错。”何珊珊说，高峰期，两人制作的
瓷器一年能卖200万元。

10 年前，汪家良回开化老家办事，
顺便到当地苏庄镇龙坦古窑址游玩。他
一下子被散落窑址附近茶山上的陶瓷碎
片给“惊艳”住了。“几百年前，老家竟有
这么好的烧瓷工艺！”汪家良如同发现了
新大陆，开始研究龙坦窑陶瓷。

根据开化当地史料记载，龙坦窑窑
炉斜长 15.86 米，现存火膛、窑床、窑门、
柱础石等结构。它始烧于距今约700年
前的元代，兴于明代，烧制的瓷器有青花
瓷、白瓷、紫金釉瓷等 5 种。“ 最早在
1984 年就发现了，这几年陆续发掘，为
我们探究‘浙料青花’学术问题提供了大
量一手资料。”如今的汪家良，对龙坦窑
历史如数家珍。

带着那份最初的惦念，2014年的夏
天，汪家良一家人返回开化创业。“他回
开化，就是想重现龙坦窑的辉煌。”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对龙坦窑颇有研究的浙
江陶瓷专家陈新华说。

从图案、釉色、胎骨到最后的工艺配
方，一次次调整、修改。夫妻俩试烧了
100 余窑，做了 1000 余种瓷片，终于在
2020 年秋天，烧出 50 余件与龙坦窑青
花瓷相似度极高的作品。

“这是‘鱼跃纹’碗，这是‘莲花纹’
盘。”展架上的龙坦窑盘子、碗、罐子，在
灯光照射下流光溢彩。端详着这一件件
手工作品，汪家良心里美滋滋的。记者

仔细观察发现，这些青花瓷盘子、碗和罐
子造型、大小、颜色、绘画图案，与汪家良
从龙坦窑旧址捡来的瓷器残片几乎一模
一样。

“龙坦窑是民窑，其工艺水平与官窑
不可同日而语，它的青花不够蓝，甚至有
点发黑，这是釉层较薄造成的。”汪家良
和何珊珊介绍说。

何珊珊算了一笔账，为复建龙坦窑，
他们先后投入100余万元。有好几次两
人花光积蓄，只得跑回景德镇继续卖陶
瓷，等攒了钱再回到开化做实验。

“中途，家里人劝我们放弃算了，但
我们俩都觉得挺可惜，就咬牙坚持了下
来。”何珊珊说，最艰苦的时候，她出门买
菜时，都在掰着指头想着如何省点花。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俩的一再
坚持下，龙坦窑手工陶瓷制作技艺越来
越受到衢州业内人士的重视。2017 年
年底，明代龙坦青花窑址成功入选浙江
八项考古重要发现。那一年，汪家良也
被评为了衢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坦
窑手工陶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龙坦窑复烧成功不久，衢州市博物
馆迎来一个龙坦窑复烧成果个展——

“龙坦窑里说青花”。这让汪家良和何珊
珊，在衢州人的微信朋友圈里小“火”了
一把。

这几年，类似的成果展、研讨会有
不少。2020 年 11 月，在开化县龙坦窑
瓷复烧技艺暨产品开发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对开化龙坦窑址的地位与价值给
予积极肯定。“只要用心做，龙坦窑的底
蕴不比其他青花瓷差！”研讨会上，专家
希望汪家良和何珊珊在传承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把这个有浙江特色的青花瓷
做好并传承下去，赋予开化龙坦窑新的
生命力。

说者有心，听者更有意。最近两年，
在保留产品特色的同时，两人各展所长，
努力在龙坦窑陶瓷的器型、设计、釉色上
做了诸多探索和改变。

“新龙坦窑青花瓷，胎釉更加精良温
润，画面更加细腻工整，整器隽秀典雅十
分耐看。”拿到新作品后，陈新华不禁竖
起大拇指。

衢州工艺美术大师夫妻——

“复活”700岁的青花瓷古窑
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开化 吴雅璐

衢州工艺美术大师夫妻——

“复活”700岁的青花瓷古窑
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开化 吴雅璐

一身白大褂，手握电烙铁，记者见
到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刘孝伟时，他正聚精会神地焊接着电
路板。焊头点过贴片，升起缕缕青烟，
飘过他花白的鬓角。

“这是电池管理系统的传感器，
可以监测电流电压等数据。”举起焊
好的电路板，刘孝伟定睛仔细查看。
不久前，超威户用储能电池项目正式
立项，新产品对电池的安全和稳定性
要求更高，相关部件都要根据新的性
能标准重新设计研发。“大到电池组
排列方式，小到传感器布线焊接，都
马虎不得。”

2000年，只有高中学历的刘孝伟
从四川来到长兴超威集团，20 多年
来，他勇于创新，一直奋战在电池技术
研发一线，不仅自考了本科学历，评上
教授级高工职称，还拥有个人发明专
利 8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5 项，发表
论文 16 篇、著作 1 部，并荣获了“全国
劳动模范”称号。

迷上电池
高中生自学成才

刘孝伟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旁，
办公桌椅加上几个柜子，没啥多余的
装饰。记者一眼就注意到，窗台和柜
子上摆放着几个造型各异的电池组模
型和试剂瓶。

“这是之前新品研发时留下的样
品。”见我好奇，刘孝伟拿起这些小玩
意一一介绍，铅酸电池、锌镍电池、钠
离子电池、石墨烯分散液⋯⋯“历代产
品都是我们研发人员的心血和成果。”
摆在这里，一来方便给客户展示介绍，
二来可以摆弄几下放松心情，就像回
到了小时候拆电器、玩模型的时光。

刘孝伟的老家在四川省泸州市，
在别的孩子吵着要玩具时，他却总喜
欢攥着螺丝刀，捣鼓家里的收音机和
录音机，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

“拆电器有啥稀奇，有本事再装回
去。”父亲的一句玩笑话让刘孝伟记在
心上。上初中后，他一放假就爱往电
器市场跑，一边翻书一边淘货。

高中毕业后，刘孝伟进入一家汽
车配件厂工作。在表姐家的一次假期
生活，又让他将儿时爱好与人生事业
连接在了一起。

“走，帮我拆电池去！”那年夏天，
表姐夫买了一块废弃汽车的旧电瓶，
打算重新利用，听说刘孝伟擅长组装
就喊了他来帮忙。顶着炎炎烈日，刘
孝伟小心翼翼地拆开电瓶，取出部分
电极板，对照原本的连接方式摸索着
重新裁剪、焊接、串联，再缓缓注入稀
硫酸。两人拿着电压表一边接线一边
测试，等到组装成功时，汗水已经浸透
了全身。

不同数量的电极板经过不同的
连接方式，就能改出不同功能的新电
池，这让刘孝伟觉得十分神奇。回家
后，刘孝伟着了迷似地学习蓄电池相
关的知识。在听说泸州就有一家蓄
电池公司后，他辞掉了汽配工作，来
到泸州市全密封蓄电池有限公司应
聘。尽管只有高中学历，但刘孝伟对
蓄电池的满腔热情和自学成才的电
器技术，打动了老板。

跨越千里
小伙子毛遂自荐

泸州的蓄电池公司里有好几位教
授级高工。刘孝伟白天跟着他们做研
发打下手，晚上利用休息时间恶补理
论知识，翻烂了《化学电源》《蓄电池手
册》等不少专业书籍。

“我就像块海绵，尽情吸收来自前
辈和书本的知识，如饥似渴。”但钻研
越多，他越觉得不够，越想看看更大的

世界。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刘孝伟
见到了当时蓄电池行业大咖——超威
集团副董事长周龙瑞。“谁率先掌握了
核心技术，谁就能够在市场上拥有更
多话语权。”周龙瑞的演讲给刘孝伟留
下了深刻印象。

想要专注技术研发，还需要有较
为成熟的市场开发、运营能力做配
套。比起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
区，当时泸州的蓄电池行业发展明
显滞后。刘孝伟意识到，必须出去
闯闯。

去哪里闯？他想到了“超威”。
急性子的小伙子立即向远在长兴的
超威集团寄出了一封自荐信，然后在
背包里塞上几件衣裤，就坐上了东行
的火车。辗转 1600 公里，没想到的
是，来接他的竟然是超威集团董事长
周明明。

对于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周
明明记忆犹新。“赶了那么远的路，他
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但眼睛是亮的，
一聊起电池就眉飞色舞。”

加入超威集团的刘孝伟如鱼得
水。在周明明的带领下，刘孝伟和技
术攻关小组将胶体技术创新应用到了
蓄电池制造中，电池性能显著提升。

“新产品循环寿命达到了600次，超过
了当时行业标准近一倍！”聊起在公司
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刘孝伟难掩激动，
该产品一推出便供不应求，当年销售
额超过3000万元。

死磕到底
院长以技术服人

“他就是个‘电池狂魔’。”在超威
集团研究院研发工程师李伟伟看来，
刘孝伟对于电池的热爱异常执着，有
时候甚至带着点“死磕到底”和“偏不
信邪”的味道。

“科研是从 0→1→无穷大的持续
接力过程。”刘孝伟认为，对于电池研
发来说，永远没有完美的产品，如何突
破电池的性能和寿命，是一代又一代
电池研发人员努力的方向。

以前业内普遍认为，提高电池电
解液密度可以增强电池活性物质利用
率，但会影响电池极板的寿命。因此，
蓄电池电解液密度控制在 1.28g/cm3

左右，公认的极限值为 1.32g/cm3。
“如果能在电解液密度方面有所突破，
就能进一步提高电池的性能。”刘孝伟
查阅资料，反复测试，成功将酸密度值
提高到了 1.36g/cm3，实现了容量和
寿命的双提升。

“以技术服人，对工作的热情也
让人服气。”这是公司同事对刘孝伟
的一致评价。李伟伟告诉记者，一到
新产品研发关键期，刘孝伟就仿佛住
进了实验室，无论昼夜总能看见他的
身影。即使回家休息，“满脑子电池”
的 刘 孝 伟 还 忍 不 住 给 自 己“ 加
活”——带几组不同配方的电池样品
回去，在闹钟、电动牙刷甚至儿子的
赛车玩具上进行试用。“过一阵再拿
回来的，就是一份份内容详实的测试
报告。”

“我也没啥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喜
欢做电池。”刘孝伟腼腆地抚了抚衣
角，白色的工作服上沾满了试剂的印
迹。“对了，最近我发现我儿子也开始
拆家里的电器了。”突然，他眼睛一亮，
开心地笑了。“说不定，我们家真有研
究电池的基因呢！”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从高中生到“电池狂魔”
本报记者 叶诗蕾 通讯员 张泽民 丁青青

国庆长假后，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师
生欣喜地发现，学校东大门门卫室挂上
了一幅《欢度国庆》的油画。飘扬的五星
红旗、雄伟的天安门，还有远处冉冉升起
的朝阳⋯⋯油画不大，但特别惹眼，让人
一下就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不用说，肯定是出自我们学校保安
画家之手。”一位学生看了看，拍了张照
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饱满的色调、流畅的线条；栩栩如生
的人物、细腻逼真的景色⋯⋯很难想象，
这样的画作竟出自一名保安之手。生于
1963 年的朱大众，老家在莲都区仙渡
乡，是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的一名保安。从小
痴迷绘画的他，靠着
自 学 画 成 了 民 间 高
手。因为画得好，大
家 亲 切 地 称 他 为

“朱大师”。
这 幅 画 作 的

确出自朱大众之
手 。“ 国 庆 节 放
假，我就利用空余时
间画画，祝祖国生日快乐。”看着这幅
画，“朱大师”和记者聊起了他的故事。

“ 如 果 没 有 事 情 打
扰，我可以画一整天”

在学校东大门的门卫室里，墙上挂
着一幅画，一朵硕大的牡丹灼灼绽放，色
泽鲜艳，雍容大度。

“大家都说好看，我就顺手挂在这里
了。”看到记者注意墙上的画，老朱腼腆
地说。干净朴素的穿着、微胖的身材、板
寸的发型，说起话来满脸带着笑意，一眼
看上去感觉就像一位邻家老大爷。

门卫室里放着画板，老朱经常在这
里勾勾画画，但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躲
在宿舍里画。在校园的西北角有一片实
训教室，最里面一间是老朱的宿舍。老
朱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他常年住在学校
宿舍。

打开宿舍门记者发现，床是用桌子
拼接的，柜子是老式的办公柜，看得出
来，这些家具都是老朱从学校各处“捡”
来的。不仅是家具，就连老朱画画的工
具都十分简陋。废旧的课桌简单修整后
成为他的画桌；铝制的饮料瓶用来盛洗
画笔的水；镂空的塑料小桶钉在桌边，用
来放各种型号的画笔，就连调色板也是
老朱自己做的。“材料简单点没关系，画

好就行。”老朱说。
房间里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四处摆

放的画：拉小提琴的女孩、紧紧拥抱的
母女、流水潺潺的小溪；素描、油画、版
画⋯⋯美丽的画作和简陋的设施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我喜欢这里的安静，如果没有事情
打扰，我可以画一整天。”就在这间简陋
的宿舍里，老朱画出了一幅又一幅作品。

身边的人、家乡的景都是老朱作画
的素材。除了自己创作，老朱还四处寻
找大师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美图临
摹。翻看他手机上的图库，是各式各样
的人物和景色，“看见喜欢的图，我就保
存下来，想着把它画出来。”老朱说，现在
手机都快装不下了。

“这是我喜欢的事，
我就是要画”

调配色彩，运用画笔，作画的老朱自
信而又笃定。然而，他根本就没有专业
学过画画。

“第一次画画是在我6岁时，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那是一个冬天，外面下着
大雪，父亲不让他外出玩耍，堂哥便提议
画画。父亲随手在纸上画了一条鱼，他

们便照着开始画了。父亲随手的一个涂
鸦，打开了老朱通往艺术的大门。从那
时候开始，他看见什么就画什么，对着小
人书、连环画，还有墙上的画报，在各种
各样的废纸上画了起来。

渐渐地，街坊四邻都知道朱大众会
画画。当时，丽水群艺馆为各地培训文
艺宣传员，十几岁的朱大众被选拔进了
绘画班。“说是培训，也没有什么老师教，
就是大家集中在一起练习画画。”即使这
样，朱大众对那次学习也是异常地珍
惜。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初二那年朱大
众辍学了，开始赚钱养家。家里人都反
对他画画，画画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

“这是我喜欢的事，我就是要画。”哪怕生
活再艰辛，老朱也没有放下这个爱好。

谁都不能忽视热爱的力量。慢慢
地，老朱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画得像就行
了，也开始不满足只用铅笔涂涂画画
了。“不知道怎么画，我就看书。”老朱说，
书本是他最好的老师。

图书馆、阅览室成为了老朱业余时
间经常光顾的地方，《写实人物》《当代油
画名家》⋯⋯这些刊物被他借了回来，放
在枕边随时翻看。《世界传世名画》《伯里
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这些价格不
菲的专业书籍，都被他“请”了回来，当作
宝贝藏在柜子里。

“这本《名家经典姜国芳》是我在北
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找了好久才找
到。”手捧着书，老朱擦了又擦，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2013年，他去北京亲戚家一

个多星期，除了去了一趟长城，其他时间
都花在了逛书店上。最后，他心满意足
地抱着这本书回来了。

老朱坦言，自己收入不高，但看到喜
欢的书，还有需要的绘画工具，他都会毫
不犹豫地买下来。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
看到我的画”

2005 年，老朱经人介绍，成为了丽
水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保安。此前，他
从事过油漆工、雕刻工等工作，但对这些
工作他都不太满意，觉得没有时间做自
己喜欢的事。

如今，老朱除了工作就是画画。摆
在宿舍里的画，大部分都是近几年才完
成的。“校园里的氛围很好，很适合画
画。”老朱说。

每次他在门卫室画画，就会有学生围
过来观看，看过的学生都忍不住赞叹：“原
来我们学校的保安画画都这么厉害！”

“比我画得好，太不容易了。”同样喜
欢画画的叶晨卉，是室内设计专业的大
二学生，每次看到老朱在门卫室画画，她
都会凑上去聊几句。她说，从老朱身上
她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她要向老朱学习，
一辈子都不放弃自己的热爱。

“左边有点空，可以再补一些景物。”
路过门卫室的叶烨老师看到老朱在画
画，就过来指导了几句。叶老师是丽水
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他看来老朱的
画既写实又漂亮，没经过专业培训能画
成这样非常不容易。叶烨说，油画专业
好多学生都是老朱的朋友，他们经常会
过来指导老朱画画。但其实，老朱也是
他们的老师，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感
染了很多学生。

如今，老朱的名气走出了校园，有人
找上门来求画。“去年，有人找我画一幅
佛像，我断断续续画了很久，他很满意，
还给了我报酬。”老朱说，钱虽然不多，但
代表了他人对他画的肯定。“学校一位老
师退休回上海老家了，临走时和老朱商
量，以后老朱负责画，他负责在上海销
售。”同事何丽勇笑着说，大家都觉得老
朱画得好。

“明年就要退休了，我准备全身心投
入画画，把爱好坚持下去，希望能让更多
的人看到我的画。”老朱说，小时候他想
画画，但受家庭条件限制而一度放弃了
自己的梦想。如今，他曾经的梦想要再
次扬帆起航了。

素描油画版画样样拿手——

丽水保安如何成“画家”
本报记者 黄 彦

时代凡人歌

刘孝伟在实验室做实验。拍友 吴拯 摄

 丽水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叶烨指导朱大众（右）画画。
 朱大众画的牡丹图。 本报记者 黄彦 摄

左图为汪家良在制作瓷器，右图为汪家良和何珊珊在工作室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