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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褚思雨 易雪
通讯员 陈曙光 孔德旺 张磊

“琉璃三雄”之一
传承600多年不衰

鲁城街道大庄社区位于曲阜
城西，村域面积0 . 24平方公里、
辖区人口1500余人，就是这样一
座不起眼的村庄，却关乎着全国
各地古建屋顶的“色彩”。

形似半面竹子的黄色琉璃筒
瓦整齐地码放在大庄琉璃瓦厂的
院内，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金色，
每一块瓦的背面都刻有阴文标记

“大庄”和“御圣公”。有着600多年
历史的大庄琉璃瓦厂，其前身是
由明武宗为朱氏窑户特赐的“裕
盛公窑场”演变而来。在历史上，
无论是供奉孔子塑像的孔庙大成
殿，还是孔子嫡系后裔生活的孔
府，每一次修缮所需的琉璃瓦均
出自这里。

8月24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走进琉璃瓦厂的手工捏作
车间时，73岁的古建琉璃泥塑工
刘洪江正坐在一方小凳子上，用
笔刀描摹着轮廓，经过黏土塑型
后的“垂兽”栩栩如生。“现在古建
筑维修和仿古建筑需要越来越多
的瓦当，虽然有先进的设备与技
术提高生产效率，但在制作吻兽
等关键产品时，纯手工的工艺仍
是不二选择。”

刘洪江是土生土长的大庄村
人，自20岁进入大庄琉璃瓦厂工
作，至今已有50余年。他对琉璃烧
制的历史颇有研究，说起琉璃就
好像在说家谱。大庄村因琉璃光
环，在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机
遇之下，形成琉璃烧造产业链，一
直是村里集体经济的主体。“新中
国成立后，‘裕盛公窑场’遂改为
曲阜大庄琉璃瓦厂，三分之二的
村民都在瓦厂工作，靠此手艺养
家。从那时起，大庄与北京的门头
沟、山西的河津并称为中国‘琉璃
三雄’。”刘洪江自豪地说。

开启重生之路
由瓦当走向古建

上世纪60年代，大庄村世代
传承的琉璃烧制技艺遭遇生死攸
关的困境。琉璃瓦生产一度中断，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琉璃瓦技艺

的恢复才成为可能。
“从小就在琉璃瓦厂长大，不

能让这门手艺在我们这代人的手
里断送。”怀着这样的责任感，鲁
城街道大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树
宝从老一辈人的手中接过琉璃瓦
厂，开启重生之路。

2011年，琉璃瓦厂在原有基
础上全面改制，成立曲阜市琉璃
瓦厂有限公司。改革后，企业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天然气隧道
窑，不仅实现烧制环节中的脱硫
脱硝，更一改过去漫天灰尘的生
产环境。

“目前，瓦厂每年平均生产琉
璃瓦约5000万件，年产值近5000
万元，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200余
人，是上世纪70年代的四五十倍，
产品种类也从传统的片瓦、筒瓦
和吻兽（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
两端的一种饰物）等扩展到‘客户
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王树宝
说，如今，产品不但销往国内多个
省市和地区，还远销美国、加拿
大、日本等国家。2014年，曲阜琉
璃瓦制作技艺成功入选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赢得发展空间的琉璃瓦厂，
还在国内市场尚不旺盛的时候率

先进军古建筑领域，把琉璃瓦的
市场推向更广阔的平台。“琉璃瓦
是古建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去做
古建它才会具有更加广阔的天
地。”王树宝说，曲阜市园林古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前身是依托琉璃
瓦厂组建起来的一支十多人的古
建修缮队，历经37年的发展，目前
成为可承接文化古建、宗教场所
等各种风格的古建园林工程的较
大型专业施工队伍。

活态传承琉璃
不断开发创意产品

如今，时代的车轮迎来了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一
张接着一张的市场订单飞进企
业。就在很多人觉得老手艺要发
大财时，曲阜琉璃瓦厂又倒回头
去琢磨起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了。

“‘非遗’项目能不能活得好，
得看有没有年轻人继续留下来做
这个行当。”今年刚刚32岁的釉色
技师王德强已经获评市级“非遗”
传承人，而把他推到这一位置上
的，正是公司长期以来坚持推行
的传统师徒帮带机制。曲阜琉璃
瓦厂一方面成立大师工作室，返

聘老琉璃工匠手把手地带新人；
另一方面和景德镇陶瓷大学等专
业类高级院校展开合作，定向招
引青年人才，为企业的长远发展
做足了铺垫。

人才和技术的持续投入，让
坚持沿袭传统烧造工艺的曲阜琉
璃瓦厂能够在完整保存手工技艺
的同时，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们不会将一块笨重的琉璃瓦
买回家，却愿意买入小而精致的
琉璃元素创意产品。”王树宝表
示，除了对大庄琉璃瓦烧制标准
的研究性传承，琉璃的发展离不
开拥抱现代人的日常文化生活。

为顺应市场需求，公司跳出
视琉璃为建筑材料的思维，尝试
开发设计脊吻兽摆件等文创产
品，以及更多生活用品和摆件，借
琉璃文化符号进入千家万户，传
承琉璃文化。

“今后我们计划建设中国琉
璃瓦博物馆，把有着600多年历史
的曲阜琉璃瓦烧制技艺用文献和
实物的形式全面呈现出来。同时
开放技艺体验馆，让每一名参观
者都能亲身体验，增加感性认
识。”王树宝直言，非遗项目的产
业化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

面要尽可能保持传统手工技艺的
原汁原味；另一方面要充分对接
市场需求，用新的形式满足公众
日趋多元的文化需要。

延伸古建链条
产业集群规模初显

曲阜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优势地位，
琉璃瓦、青砖青瓦等古建筑材料
更是畅销全国。

“曲阜园林古建筑集团公司
是大庄社区的支柱企业，目前已
形成了油漆彩画、园林绿化、古建
设计、琉璃瓦、艺术雕刻等古建产
业链条，产业集群规模初显。”王
树宝说，截至今年8月份，公司实
现年产值近2亿元，年底有望突破
3亿元。

作为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曲阜古建油漆彩画传统技
艺可追溯到清末。现完氏第四代
传人完庆建目前在公司担任技术
骨干，正致力于创新传承古建技
艺，引领曲阜古建技艺走向全国。

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和努
力，曲阜古建油漆彩画技艺在业
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曲阜市园
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也成为我
省第一家专业性园林古建筑一级
资质企业、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
级资质企业。多年来，公司先后承
担并施工了不同艺术风格的新
建、扩建、文物维修古建工程、园
林古建工程数百项，包括昆明世
博会山东“齐鲁园”“牡丹园”、重
庆市三峡文物搬迁工程、西藏布
达拉宫等。

“大庄社区目前常住人口380
户，从事琉璃瓦制作、园林古建
筑、绢花和弓箭制作的有300多
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社区下属企业年产值近3亿元，是
济宁市经济百强村居。”曲阜市鲁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孔令强表示，
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加上毗邻
曲阜师范大学的区位优势，以及
与山东艺术学院的强强联合，不
断促进社区文化向产业化和规模
化发展，也使得琉璃瓦制作和园
林古建筑成了社区文化产业的靓
丽名片。

如今的大庄社区在做好琉璃
瓦、园林古建筑、绢花、弓箭等产
业的基础上，计划建造孔府花市
文化街区（岐黄街），恢复孔府花
市、古戏台等历史遗迹，集合大庄
花市传统绢花、琉璃瓦等非遗资
源，打造民俗馆、乡村记忆博物馆
等文化景观，建设主题文化商业
街区，传统文化古村再次焕发生
机。

古村老手艺，为全国古建添“色彩”
600余年薪火传承，曲阜大庄琉璃瓦技艺发展成产业集群

瓦片、宝顶、大吻、屋脊走兽、沟头滴水……阳光
明媚的日子里，覆盖在古建屋顶的琉璃瓦件光彩夺
目。作为明朝专供孔府孔庙修缮的圣府窑厂，曲阜大
庄琉璃瓦厂历经600余年薪火传承。如今的鲁城街道
大庄社区在原琉璃瓦厂小规模生产的基础上，通过
技术革新、产业化经营，已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昔
日官府专用的琉璃瓦，正从窑火和泥土中转身，通过

“非遗+设计”的模式飞入百姓家。

小图：阳光下的琉璃瓦光彩夺目。大图：虽然有先进设备，但很多时候纯手工工艺仍是不二选择。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