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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

田静简介：

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十二
届 云 南 省 政 协 委
员，第十一届云南
省青联常务委员，
云南省红河州第十
二届人大代表，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建水紫陶烧制技
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高级工艺美术
师，建水县田静紫
陶技能传习中心理
事长。

写紫陶技艺传承人田静的想法
由来已久，而写田静，就离不开建
水紫陶。

紫陶诞生于云南东南部的一座
古城建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所谓历史悠久，是公元810年
（唐元和五年、南诏龙兴元年） 南
诏 政 权 就 在 此 筑 城 ， 迄 今 已 逾
1200 年 。 城 内 古 建 筑 群 鳞 次 栉
比、古色古香；城内翰林街的“朱
家花园”气势恢宏，亭台楼阁，九
曲十回，堪称明清时代古建筑的典
范。1389 年修建的朝阳楼 （又称
迎晖门） 屹立在古城东面，这座厚
重古朴的城楼上书“雄镇东南”四
个大字，见证了沧桑岁月，如流光
阴。紫陶诞生于此，源流久远，古
韵悠悠。

所谓文化灿烂，是建水古城有
“文献名邦”之称。古城内有云南
规模最大、全国位居第二的文庙

（孔庙），距今已有737年。经过历
朝历代 40 多次扩建增修，其建筑
水平和保存的完好程度，均仅次于
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历朝历
代，儒学文化深深浸润着这座古
城，与云南的边疆民族文化交相辉
映，绽放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之
光。紫陶诞生于此，文气厚重、文
脉绵长。

之所以写建水紫陶，是因为紫
陶技艺、紫陶器具的产生与发展，
体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内地与边
疆不断融合的进程。

元明清时期，一批江西、湖
南、江苏等地制瓷匠人陆续来到建
水，带来了瓷器的制作技艺。匠人
们后来发现古城边有一座五彩山，
分布有五种颜色的泥土。他们尝试
用五彩泥土烧制陶器，终于烧制出
全国绝无仅有的五彩陶，五彩山下
由此形成了专事陶器烧制的碗窑
村。这些内地的匠人定居建水，与
当地各个少数民族相睦共处，将紫
陶烧制技艺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传
至今。

紫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田静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性传承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田静
与她的兄长田波对紫陶技艺的传承
和归纳、创新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
献；她苦练技艺，创作的紫陶精品
美轮美奂，远近闻名；她履行政协
委员职责，不断为非遗传承和发展
呼吁和发声；她不计报酬授业带
徒，将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非
遗”义无反顾地传承下去。以她为
代表的一大批年轻的非遗传承人，
正在以自身奋斗，践行着党的二十
大对中国青年寄予的殷切期望，谱
写着激越的青春乐章。

代代相传的
不只是紫陶

刘建华

小女有梦

她跟我说，从小就喜欢玩泥巴。
孩提时代，眼中的一切都是童话世界。她

将手中软和的泥巴，搓捏成她想象的样子，也
许是呆萌可爱的兔子，也许是兽中之王的老
虎，也许是引颈啼晨的雄鸡……她随心所欲
地摆弄手中的泥巴，构筑她心中五彩斑斓的
世界。

她又跟我说，她喜欢吃奶奶做的“汽锅
鸡”。

她曾经给奶奶讲：“奶奶，我想吃您做的
汽锅鸡。”

勤劳善良的奶奶慈祥地看着可爱的孙
女，一口答应：“好的，奶奶给你做汽锅鸡。”

汽锅冒出了袅袅蒸汽，鸡肉的香味溢满
厨房，她围着汽锅好奇地转悠，小小的脑袋瓜
也在转悠。

她问奶奶：“奶奶，汽锅是怎么做出来的
呀？”

奶奶爱怜地摸着她的头，笑道：“你不是
喜欢玩泥巴吗？汽锅就是泥巴做的。”

她天真地对奶奶说：“奶奶，我也要做汽
锅。”

奶奶又笑了：“好啊，等你长大了，就做汽
锅，奶奶用你做的汽锅来炖鸡。”

谁也想不到，由汽锅鸡引发的祖孙对话，
竟深深烙进她幼小的心灵，成为她童年最大
的梦想，使她一辈子与泥巴结下不解之缘。

她叫田静。

古城有陶

云南建水古称临安府，筑城至今已逾
1200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城。

田静的“陶茶居·田记窑”坐落在这座古
城的翰林街，古色古香、幽静别致。

自幼喜欢玩泥巴的田静已经同紫陶难分
难舍，她的工作室陈列着她制作的各种紫陶
器具，琳琅满目，古朴文气。

建水紫陶，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因所用
的陶土呈紫色，故称“紫陶”。

1953年，北京举办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
会，江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坭兴陶、云南
建水五彩陶、四川荣昌陶器（荣昌现为重庆市
管辖，故“四川荣昌陶”改称“重庆荣昌陶”）以
其悠久的历史，不凡的陶瓷品相和深厚的文
化内涵在展览会上崭露头角、大出风头，被当
时的国家轻工部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建水陶器的烧造
处于一种粗糙的、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品制作
上，如陶丸、陶制网坠等。专家推断，建水紫陶
形成完整的制陶工艺流程、并有一定规模进
行专业化烧制，始于清代道光年间。自那时
起，繁复的紫陶烧制技艺被一代代制陶艺人
薪火相传，其独有的传统工艺，与古老厚重的
中国书画艺术紧密结合，紫陶器具便充盈着
浓郁的书香之气，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建水紫陶的名气逐渐传播开来，其中最
为别致的生活用品是烹饪美食的汽锅。20世
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访时，曾将建水紫
陶汽锅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友人。

新中国成立后，建水紫陶行业走过家庭
作坊、合作化、办厂的道路，几番风雨，几度辉
煌。进入21世纪，“建水县工艺美术陶厂”宣
布关停，建水紫陶重新恢复到家庭式的小作
坊制作。光阴如流，建水紫陶走进了历史的又
一个轮回。

在万象更新的年代，田静与她的哥哥田
波共同走进了紫陶古朴而又新奇的世界。

田静接触紫陶技艺是20世纪90年代，
正值建水紫陶低落衰微之时。其时的紫陶行
业不景气，器具单调稀少、精品不多；同时缺
乏工艺体系的整体归纳，认知度不足，引领性
不够，无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建水紫陶徘
徊不前，整个行业处于不温不火的局面。

喜欢玩泥又生性倔强的田静，义无反顾
地迈入充满坎坷与挑战的制陶之路。

制器有术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经历风雨坎坷、岁月
磨砺的田静，沉稳内敛，已是全国陶瓷行业和
云南紫陶艺术界的知名人物。走进位于建水
古城翰林街的“陶茶居·田记窑”，田静正悉心
指导她的学生制作紫陶艺术品。

秋天的建水古城，和煦的阳光投射在“陶
茶居”的小小院落，安谧中又洋溢着些许
温馨。

因工作关系，我与田静兄妹有过多次深
度交流。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田
静说，回望从艺26年的岁月，真有脱了层皮

的感觉。
建水紫陶的制作技艺主要有采土制泥、

手工拉坯、湿坯装饰、雕刻填泥、高温烧制、无
釉磨光等工艺环节，但自从建水县工艺美术
陶厂倒闭后，完整的工艺链断裂，工艺环节之
间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各个制陶作坊有的
盘土、有的拉坯、有的刻画、有的烧窑；制陶师
傅均术业有专攻，或精于制泥，或工于造型，
或专于烧制。

田静为掌握制陶的全过程工艺，各个工
艺环节都去拜师学艺。她的刻苦，连带她的师
父潘炳良都于心不忍，母亲也颇为心疼：“小
女娃娃，做陶太苦了！”整整十载寒暑，田静终
于完整地掌握了制陶的全部工艺，将每一个
工艺环节牢记于心、娴熟于行。

她与哥哥田波一起，在钻研自身制陶技
艺的同时，收集、挖掘、整理建水紫陶传统技
艺，对“窑火不断、传承千年”的紫陶制作技艺
进行规范解读，梳理出淘泥12道工序，成型
72道工序，烧制24道工序，共计108道工序
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些繁复的工序律秩严谨、
环环相扣，使“千年记忆”真正成为流程清晰
的“技艺”，为传承这一珍贵遗产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保障。

田静的这一重大贡献，得到紫陶界的一
致认可和赞誉，无可争议地成为建水紫陶烧
制技艺首席技师。而她的哥哥田波，则将主要
精力专注于陶器的烧造。多年的潜心探索和
实践，熊熊的窑火，成就了陶器，也成就了自
己，他成为紫陶烧造师。

在家人和各位师父的支持鼓励下，田静
考上了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5年后，她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为今后她在紫陶技艺的探索
创新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每逢外出，田静都要带上自己亲手制作
的一套紫陶茶具。当被问到如何走出一条建
水紫陶生存、振兴的成功之路时，茶气氤氲
间，田静说出了自己的理念：现代生活离不开
精致，紫陶器具必须追求精品才能被更多人
认可。

由于历史原因，建水紫陶在制壶技艺上
曾有断代。田静通过长期挖掘整理传统技
艺，反复试验，攻克泥料收缩比的同时，创
新流、钮、把的手工技艺，在传统样式基础
上，开发出百余种茶壶造型，逐渐形成了建
水紫陶茶壶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将建水紫
陶“阴刻阳填、无釉磨光”的独特工艺发挥
到了极致，造就了紫陶器具“体如铁、明如
水、亮如镜、声如磬”独具一格的艺术风
格。她的每一个茶壶都造型各异、美轮美
奂，堪称壶中精品。

古人云：“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
良”，田静是紫陶行业的一个“艺痴”。她说，设
计、烧制出与云南茶特别是普洱茶相适宜的
紫陶茶具，是她毕生追求的目标。

勤勉有酬

勤奋成就了人生，岁月沧桑了容颜。
26年弹指一挥间，田静艰辛跋涉，走上

了制陶的艺术之巅。
国家没有忘记建水紫陶。2008年，建水

紫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19年，建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

国工艺美术协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
“中国紫陶之都”称号。进入新世纪，建水紫陶
正经历一场涅槃巨变。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建水紫
陶发展迅速，不断提档升级，成为建水的一项
重要支柱性文化产业，并成为云南省和红河
州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的一大亮点。

如今的建水紫陶神采奕奕：两个小镇活
力四射，分布有紫陶创意园、紫陶博物馆、紫
陶百工坊、碗窑古村保护等项目，打造出紫陶
街、蚁工坊等新兴业态，小镇形成了创意设
计、生产加工、文化传播的聚集区。生产销售
紫陶产品的企业和商户发展到2316户，直接
从事紫陶行业的人员达4万余人，加上与之
相关的包装、运输等行当，从业人数高达10
万人，紫陶的年产值达到40.3亿元，产业化
形态已初步形成。

建水县建立了国家、省、州、县级紫陶生
产示范基地和传承点12个，拥有紫陶烧制技
艺项目传承人68名，汇集“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等共34名，吸引外来创意设计和工匠创
客近千名。建水县还与省内外院校合作设立
专家工作站，建立紫陶工艺人才的培养机制
和资助奖励机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
云”，以田静、田波兄妹等为代表的新生代紫
陶人才迅速成长壮大。

党和政府推才挽秀，对田静的勤勉和成
就给予了一系列的荣誉——

她成为建水县历史上第一位全国政协委
员，也是云南省非遗手工技艺传承史上第一
位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是全国青联委员。是
第十二届云南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云南省
青联常务委员，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云
南省首席技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
紫陶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
美术师，云南省建水县田静技能传习中心理
事长。荣誉不断加身，却是实至名归。“人生
在勤，不索何获。”建水紫陶历经千载依然生
生不息，田静、田波等一大批紫陶艺人功不
可没。

相融有期

建水紫陶作为非遗技艺如何传承发扬，
田静的探索和实践没有停步。作为政协委员
和非遗传承人，她积极撰写非遗技艺保护与
传承的提案提交给省政协和全国政协，为云
南非遗项目的开拓与发展建言献策。

2019年，田静在全国政协全会上提出
《关于加大云南边疆地区非遗传习相关建设
助力脱贫攻坚的建议》，建议国家支持有条
件的非遗手工艺地区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成
立非营利公益培训机构；在2020年的全国
政协全会上，田静又提出《关于少数民族地
区职业学校增设非遗技艺专业的建议》，建
议在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开设非遗专业；
进入2022年，田静又再次在全国政协全会
上提出《关于加强职业院校非遗技艺专业建
设的建议》，她执着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所提的建议不断优化。她相信，功夫不负有
心人，只要持续地呼吁和宣传，国家会更加
重视这个领域，更多的人将会了解、走近非

遗，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田静说，建水紫陶技艺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华夏祖先的智慧结晶、
文化精髓。作为非遗传承人，将这一物质文化
成果传承下去，既是责任，更是使命。

2009年，田静就开始招收学徒，免费传
授紫陶技艺。创办紫陶技能传习中心后，她担
任理事长，全力以赴为乡村青年提供公益培
训，10多年过去，田静门下走出了300多名
学徒，纷纷投身于紫陶行业之中。

早在2005年，田静提出建水紫陶与普洱
茶相互融合的思路，她注册了“陶茶馆”，开宗
明义就是推进陶器与茶叶的相融相生、相得
益彰。

田静认为，紫陶茶罐、紫陶茶壶，还有醒
茶罐、斗茶罐，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最佳
的存茶、饮茶器皿。紫陶文化与普洱茶文化的
碰撞与融合，必将绽放出绚烂的特色产业和
民族文化之花。

沿着田静“茶器融合”的思路，我在设想，
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如果云南的旅游城市、旅
游小镇、旅游景区都分布有古朴雅致的“陶茶
居”，古韵悠悠、文气盎然的紫陶茶具与厚重
绵长、醇香浓郁的普洱茶交相辉映，是多么令
人向往。

我又在设想，如果上好的普洱茶，封装在
刻填有精美书法和国画的紫陶茶罐之中，无
论储存还是欣赏，都是无与伦比的精致。两种
文化的相融共进，两张名片势必比翼齐飞。

茶器融合这一设想得以实现，仅凭田波、
田静兄妹的一己之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
需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实业界的有识之士
凝聚共识、同心同向，合力为之。

尾声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田静依然在默
默地从事自己热爱的紫陶技艺。

壬寅年孟秋，经过认真筹备，《薪火相传
—田波、田静紫陶艺术展》在北京荣宝斋美术
馆展出，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名家以及新闻媒
体受邀出席，琳琅满目、精美绝伦的紫陶器
具，是田波、田静20多年辛勤和汗水的结晶。
众人对田波、田静兄妹在非遗传承、紫陶技艺
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赞不绝口、予以高度评价。

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于殿利从历史学角
度概括了到场嘉宾的心声：艺术即生命，紫陶
艺术不止于器物之美，技艺之美，更沉淀着建
水的自然、历史与人情。一方水土的风物人
情，亦在这一件件文心典丽、火色丰沛的作
品里。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
望：“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
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田
静生于建水古城，长于建水古城，作为非遗传
承人，承载着紫陶的古韵和文脉，奋斗于这个
伟大的时代，她是幸运的，“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黄沙始到金”。

（作者系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云南省政协原秘书长，中国作协会员）

田静：吹尽黄沙始到金
刘建华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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