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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窑“跨越”亮相

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年传承，江西景

德镇陶瓷文化即将现身北京潘家园第三届

陶瓷文化周现场。

作为中国的瓷都，景德镇有着2000多

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

的御窑史。景德镇陶瓷文化和制瓷技艺集

各大名窑之大成，历久弥新的陶瓷文化，也

在世代工匠手中传承创新发展。文化周期

间，游客将看到景德镇陶瓷文化中最有代

表性的匠人、器型、釉色。

据景德镇瓷博会官方介绍，中国美术陶

艺大师、江西省陶瓷彩绘一级技师徐水莲，

省级非遗传承人陈繁国，市级非遗传承人余

国琴、何淑辉、李阳春等多位大师将亲临现

场。另外，各具特色的古窑技艺也将在本届

展会中精彩呈现。被国内外专家和陶瓷爱好

者称为“活的陶瓷博物馆”的景德镇古窑瓷

厂将由非遗传承人刘国铭、刘鲜发携宫廷技

艺亮相。明代官窑器之首冠的景德镇成窑器

也将悉数展出，景德镇成窑陶瓷研究所不仅

延续了明代“成窑·斗彩瓷”的烧造，更成功

创烧出“成窑·青白瓷”。始于民国时期，名家

辈出的钟家窑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的陶瓷

文化，复原了南北宋、清朝时期已经“断代”

的工艺，此次也将携柴窑青花、珐琅彩、官窑

等重量级精品为文化周添彩。

两大文化IP三度联手

潘家园与景德镇以“走出去，请进来”

的形式开展交流活动的合作最早始于

2017年。公开资料显示，景德镇国际陶瓷

博览会创办于2004年，经过17年的发展成

为陶瓷文化的国际盛会。2017年10月，潘

家园展团赴景德镇参加第十三届景德镇国

际陶瓷博览会。自2018年起，双方每年通

过举办陶瓷文化周的形式进行深度合作，

在业内形成新的文化品牌效应，实现了跨

地域优质文化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

两大文化IP的三度携手，合作也日渐

多样与深入。例如，2019年文化周活动中

的“文化互动”环节由第一届的专家授课变

为文博界、设计界大咖现场实物讲解，更直

接地与参观者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

“本届文化周将以多元化的形式呈现，

有最传统的展销形式，有体验和互动，也将

首次纳入拍卖环节，并通过潘家园抖音直

播基地联动线上直播。合作以展会为切入

点，延展至潘家园市场的其他板块。”北京

潘家园旧货市场副总经理张悦介绍道。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峰曾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

追求生活美学的当下，陶瓷产业需要以创

意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打造品牌；景德镇

的陶瓷产业可以区分出不同档次和价位的

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但这

同样需要品牌拉动。

潘家园与景德镇多年的合作，正体现

了品牌的联动效应。在瓷器爱好者看来，陶

瓷文化周交流活动的举办让北京及周边地

区的受众能在家门口直接与制陶大师对

话，观赏购藏正宗的景德镇陶瓷制品，便民

惠民。据张悦介绍，在过往两届活动中，优

质展商的销量屡创佳绩，“展商在活动中的

销量和签约效果都不错，能达到千万销量

级的订单，由此可见民众对景德镇瓷器文

化的高认可度”。有景德镇参展商表示，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积极“走出去”通

过展览密切交流，非常有必要。

走出市场的“潘家园”

打破地域的界限，潘家园与景德镇两

大文化IP联手文化传播与品牌效应显著。

张悦表示，潘家园市场内处处可见经营老

瓷器、新瓷器的商户身影，让融合了“雕塑、

绘画、书法”艺术的个性化、精品化、高端化

陶瓷工艺品一直活跃在消费者视野中。此

次文化周的举办，将会极大补充潘家园市

场内的瓷器产品，更好地输出陶瓷艺术文

化，密切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

景德镇瓷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走出原产地与潘家园的合作正是基于双方相

同的受众群体；跨界融合已经是大势所趋，是

一种双方相得益彰的方式。活动的举办可以

更好地宣传景德镇品牌，树立消费形象。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近年来潘家园

IP与景德镇联手打造陶瓷文化周，与孔夫

子旧书网打造古旧书博览会，每年参展五

台山佛博会，让“潘家园”走出市场，加乘各

类知名文化IP。

“潘家园立足民族、民俗、民间文化，未

来也将向着多元文化平台方向迈进。在服

务好专业受众以外，希望影响到更多的爱

好者和年轻人。”张悦指出，期望潘家园文化

IP成为一个更立体的概念，未来也将持续跨

界、跨地域，谋求多元的合作之路，塑造文化

产业全链条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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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扫描

拍卖公告

“瓷韵传承”北京潘家园瓷器
专场拍卖会（第二场现代瓷拍卖）

预展时间：

2021年5月20日-21日
9:30-17:00

拍卖时间：

2021年5月22日13:30

活动地点：

潘家园旧货市场现代收藏品
大厅二楼展厅

拍卖须知：

竞买人须于拍卖会前办理登
记手续并缴纳保证金， 本场拍卖
会佣金为10%。

景德镇古窑瓷厂

景德镇古窑瓷厂是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府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配合城区改造，保护一批历

史文化遗迹，把散落在市区的部分古作坊、古工

艺、古窑房、古建筑异地集中保护，建立而成。如

今已成为景德镇最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区之一，

是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也被国内外专家和陶瓷爱好者称为“活的陶

瓷博物馆”。展示区内有古代制瓷作坊、世界上最

古老制瓷生产作业线、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元

代馒头窑、宋代龙窑、风火仙师庙、瓷行等景点，

向人们展示古代瓷业建筑、明清时期景德镇手工

制瓷的工艺过程以及传统名瓷精品。

从1984年开始，景德镇古窑瓷厂将大批有一

技之长的退休老艺人，以带子传艺的方式聘入古

窑瓷厂传承手工制瓷技艺。此次将由非遗传承人

刘国铭、刘鲜发携宫廷技艺亮相潘家园。

景德镇成窑

景德镇成窑器，始于明成化年，至今已有500

余年历史，成窑烧造，多以小件，然则极尽工艺之

能事，对制瓷原料、技艺等多有探索求新之创举，

故成为明代官窑器之首冠。

景德镇成窑陶瓷研究所不仅延续了明代“成

窑·斗彩瓷”的烧造，更成功创烧出“成窑·青白瓷”，

坚持使用天然的矿物原料，并融入新的思想和理

念，成窑通过对原料过筛工艺水平的提高与烧成温

度的科学控制，最终让气泡也呈现出了自然的缺陷

之美，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古法技艺的超越。

青白瓷始于宋代，因仿“青白玉”而得名，是

景德镇最早烧制的瓷器，其釉质精美、青白淡雅、

明澈盈丽、透光见影。成窑多年致力于青白瓷研

究，在传统青白瓷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使

烧制出的青白瓷器物温润如玉、青白透亮，有一

种晶莹且通透的质感。随着宋式生活美学的回

归，青白瓷器物也再一次成为当代人对美学的一

种追求与解读。

目前研究所集合多名非遗技艺传承匠人，承

以传统官窑制造技艺，坚守成窑工艺之精髓，坚

持手工制瓷传统与创新的结合，在有别于仿古瓷

器的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印记。

钟家窑

钟家窑坐落在景德镇市城西，

前身为“钟氏瓷业”，由著名陶瓷艺

术家钟辉、钟剑等钟氏兄弟一同创

办，是一个家族式传承的陶瓷企

业、景德镇知名陶瓷品牌之一。家

族自民国时期以来便在景德镇生

根发芽，以瓷为业，精技尊艺，历经

四代，每一辈的成员都非常重视家

族的文化发展和传承。其主要出品

有柴窑青花、珐琅彩、官窑等，复原了南北宋、清朝时期已经“断代”的工艺，

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并被广泛收藏。

景德镇观道堂

观道堂位于景德镇昌南新

区名坊园内，名称取自南朝美

学家宗炳“澄怀观道”。作为陶

瓷产业的后起之秀，观道堂一

直秉承“观瓷以新，道法古今”

理念，不断推陈出新，追求卓

越，励志将新景瓷推向世界。创

新推出的“新四君子”“锦绣浪

潮”“小满·枣红釉银杏描金”茶

具屡获大奖。

景德镇愚窑

景德镇愚窑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保护基地，现有省级

非遗传承人冯绍兴、市非遗传承

人多人。所出作品均以宋代汝、

官、哥、钧、定五大名窑特色为基

础，严格按照景德镇明清御窑工

艺流程烧制名贵单色釉、青花、

雕塑件等古拙厚重的大美茶器、

文房具及各类陈设器。其独门秘

制的香灰紫金胎高温颜色釉、香

灰紫金胎青花、香灰紫金胎高温

颜色釉开光重器、香灰紫金胎高

温颜色釉雕塑件，在陶瓷业中独

树一帜。

5月15日-23日，“京都博雅瓷韵芳华”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北京潘家

园第三届陶瓷文化周活动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启。据介绍，两大文

化IP自2017年起就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开展交流。本次陶瓷文化

周延续前两届展会的高标准、高质量以及强大影响力，多位国家级、省级陶

艺大师和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携佳作到场，力求为首都人民奉上一场精

美绝伦的陶瓷盛宴。潘家园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民族、民俗、民间文

化的潘家园IP，未来也将持续跨界、跨地域，谋求更立体与多元的合作之

路，塑造文化产业全链条平台。

往届活动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