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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年 窑 火 复 燃 路

———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当阳峪绞胎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柴战柱

本报记者 陈作华

学徒工问道千年瓷谜

今年

7

月份，有两个事关柴战柱的喜

讯相继传来。一是为表彰他为恢复失传千

年的绞胎瓷制作技艺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国务院特命名他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

专家。二是他的绞胎瓷作品再次入选最新

修订的全国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并

与汝瓷、钧瓷、官瓷并列为中原四大名瓷。

二十多个寒来暑往，柴战柱把全部心

血融入到瓷泥与窑火之中，而瓷泥与窑火

又塑造了柴战柱的别样人生。

那么，让柴战柱为之呕心沥血的绞胎

瓷有何珍贵之处，他的人生又是如何与绞

胎瓷融为一体的呢？

花纹出胎骨，天然去雕饰。行云流水、

变化万千的纹饰与“胎”俱来，自然天成，

纵使粉身碎骨也表里如一，且任何一件作

品的纹饰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因而更

显特立独行之风、君子自爱之美，以致被

誉为“瓷中君子”。这就是在世界瓷器中成

为一道奇观的绞胎瓷。

“熄灭千年的神秘窑火今又燃起，遗

失千载的精湛技艺今又复得 。 发祥于焦

作 、 在陶瓷王国独树一帜的绞胎瓷自

北宋消亡而失传千年之后，如今再与世人

见面……得悉绞胎瓷传统工艺研发成功

并经过省级科技鉴定后，我国古陶瓷研究

专家拍案称道：“复活绞胎瓷，堪为瓷艺之

幸、焦作之幸、中国之幸、世界之幸！ ”

其实，柴战柱与绞胎瓷的邂逅，本为

生活所迫。

1982

年，在高中毕业那年，柴战柱因

一场疾病与高考失之交臂，又因家庭生活

困难， 在

18

岁时便进入一家碳素厂干起

了窑炉工。可是，这家厂子经营不善，逐步

走向倒闭的边缘。 柴战柱无奈于

22

岁时

离开了工作

4

年的工厂。

那时候，焦作还有几家陶瓷厂。 有陶

瓷厂就需要窑炉工，柴战柱打算到景德镇

去学学陶瓷窑炉烧制技术，回来再去陶瓷

厂应聘窑炉工。 就这样，他先后在景德镇

雕塑瓷厂、陶瓷研究所打工学习。 在这些

地方，他不仅在窑炉旁工作，还学到了陶

瓷泥土配方、造型设计、烧制工艺等技术。

在景德镇打工学习期间，不断有人因

他来自焦作而问起绞胎瓷的事情。他们谈

起绞胎瓷的历史地位、艺术价值，叹息这

一珍贵瓷种的不幸消亡。 这些话，就像鼓

槌一样一遍遍敲击在柴战柱虚以求学的

心鼓之上。

“焦作曾有这么名贵的瓷种，为什么

就任其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 我钟爱陶

瓷，又是焦作人，怎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瑰

宝遗失而无所作为呢？”柴战柱感到，冥冥

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唤，让他走进当年窑

火旺盛的绞胎瓷烧制中心———当阳峪。

把生命融入窑火中

借返乡期间， 他来到当阳峪瓷窑旧

址，漫山遍野挖寻当年遗留的残片，走家

串户购买农家收藏的瓷片。他把这些瓷片

带回景德镇，开始试验烧制。

十次、百次，一年、两年，即使请了许

多经验丰富的陶瓷艺人指点和帮助，但千

年之前的绞胎瓷依然如幽灵般不现踪影。

试验说明， 绞胎瓷所用的泥料配方、

泥色配方、釉料配方、炉温曲线等均与景

德镇白瓷不同，所以在景德镇烧不出绞胎

瓷。

1990

年，柴战柱回到焦作。 但他没有

去陶瓷厂应聘窑炉工，而是在家里设立个

小作坊，开始了无穷无尽的试验研究。

寻访老艺人，请专家指点，自己反复

摸索，两年之内，流云纹、席编纹、羽毛纹、

菊花纹、 类木纹等传统纹饰相继呈现出

来———他恢复并掌握了千年之前的传统

纹理制作技艺。

但是，瓷器变形、开裂，瓷面有气泡、

缺乏光泽度等问题，依然如难以逾越的大

山一样横亘在他的面前。在用家里的小电

炉烧制瓷器失败上百次后，他把做好的瓷

胚送到我市一家烧制生活用瓷的陶瓷厂，

借用大型专业窑炉烧制。 可尝试

20

多次

后，他依然一无所得。

家里的积蓄全都变成了一堆堆废瓷

器， 耳边全都是来自亲戚朋友的劝阻声，

他的精神和毅力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被迫停下试验。 他出走了。 半年的

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江西景德镇、福建

德化、陕西耀州、河南禹州、北京大学、天

津工艺美术学院等名窑和高校。 这次游

历，让他明白了一些道理，绞胎瓷是由几

种瓷泥揉和在一起而烧制的，这些瓷泥的

膨胀系数、收缩率是不一样的，因而应采

取与单种瓷泥不同的烧制方法。 同时，特

定的地点所具有的特定物候，也会对特定

瓷器的烧制起到特有的作用。

他回来后，索性把试验场地设在了当

阳峪。

试验再次开始。 试验再次失败。

但是，数十次试烧之后，一窑瓷器中

有一两件不再开裂和变形， 可表层有气

泡、釉面粗糙、不够精美、手感不好的现象

依然存在。

坚持与不懈在黑暗中向他展示了一

丝光明。这丝光明带他走向了豁然洞开的

灿然天地。

2000

年的一个冬夜。当一炉瓷

器烧制到凌晨

2

时许的时候，液化气突然

快用完了。 慌忙之中，柴战柱一边让工人

调小火苗， 保持相对较低但平稳的炉温，

一边跑去附近人家借液化气罐。约半个小

时后，燃气重新供上，炉温再次调高，继续

大火烧制。

第二天 ， 窑炉打开 ， 柴战柱惊呆

了———满窑二三十件瓷器晶莹剔透，光泽

如玉。此时，他恍然大悟，绞胎瓷的烧制窑

温曲线竟是一个升温、平温、再升温的过

程。 而这时，他所记录的历次烧制窑温资

料已有一人来高。

再创昔日瓷都辉煌

“在北宋已享有盛誉的绞胎瓷在失传

近千年后重新问世。 ”

2002

年

5

月

6

日，

这条消息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早间新闻播

出。焦作绞胎瓷工艺技法被研制恢复成功

的喜讯让全国陶瓷界为之振奋和欢呼。

2002

年， 绞胎瓷传统工艺研发通过

省级鉴定，并获得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省

科技厅专家组认为，焦作绞胎瓷的成功研

制，不仅恢复了我国古代当阳峪瓷窑的绞

胎、绞釉、刻花、剔花艺术，而且有所突破

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填补了

当代国内瓷器生产的一项空白。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近年

来，柴战柱先后发掘、研制出绞胎瓷基本

文饰

16

种，研发出绞胎仿古瓷、绞胎与浮

雕结合、绞胎与镂雕结合、绞胎与彩绘结

合、绞胎与绞釉结合、绞胎与紫砂结合、绞

胎雕塑、 绞胎瓷版画等

8

大类、

100

多个

品种，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陶瓷艺术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在考察了柴战

柱所在公司瓷器展馆后欣然题词：“汲古

创新，天下称奇。 ”

2006

年，柴战柱的作品《硕果》等入

选全国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今年再

次登录最新修订的《美术》教材。其绞胎雕

塑作品“中华龙”被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

并获得

2013

焦作旅游商品全国创新设计

大赛金奖。 如今，柴战柱所在公司生产的

绞胎艺术瓷已被美国、法国、波兰、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国家馆藏机构或个人收

藏。

苍天不负人，辛劳必有报。近年来，一

项项成果与荣誉接踵而来。

2009

年， 当阳峪绞胎瓷制作技艺被

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柴战柱被

命名为该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0

年， 当阳峪绞胎瓷被列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焦作市金

谷轩绞胎瓷艺术公司成为获准使用该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企业。

2011

年， 柴战柱所在公司代表我市

参与当阳峪绞胎瓷河南省地方标准起草

制定工作。

2012

年，金谷轩牌绞胎瓷获得“河南

省名牌产品”称号。同年，该公司被确立为

河南省文物复仿制品研究开发基地……

柴战柱没有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停下

脚步。 “瓷器制作具有长久性、传承性、产

业性的特点。景德镇仅瓷器产业一年就创

上千亿元的产值， 带动数十万人就业，我

省禹州瓷业产值一年也有上百亿元。而绞

胎瓷是瓷器中的奇葩，具有独树一帜的艺

术风格、审美取向与收藏价值，我们已经

恢复了它的制作技艺，接下去就要努力将

其发展成一项文化产业，打造成世界一流

品牌，使之成为焦作一张亮丽名片。”柴战

柱说。

如今，柴战柱围绕做大做强绞胎瓷产

业，制订了打造名窑、名瓷、名家、名作的

发展思路。他力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化

古为新，开发出更多符合当代人审美需求

的产品。 同时，鼓励和带动更多的人从事

绞胎瓷研发和生产，力争在五到十年内让

绞胎瓷作坊达到几百家， 形成产业群落，

壮大产业规模，再造昔日瓷都辉煌。

柴战柱介绍绞胎瓷作品。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市住建局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秋 通讯员

杨琰琰） 今年年初以来，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推动城市转型升级， 打造现代化

的宜居城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的工作要求，发挥城市

建设主力军作用，积极推动 “十大

建设”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 ，争当建

设“美丽焦作”排头兵。

———紧盯民生工程目标任务

不放松。 民生工程就是为老百姓办

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

2013

年

全市十项民生工程中就有三项在

住建系统，其中包括老城区供水管

网改造、老城区燃气管网改造和城

市集中供热工程。 目前，这三项工

程共完成投资近

2000

万元， 对

32

个小区的供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共

改造供水管网

25

公里， 占年任务

的

83%

， 受益居民

8200

户； 对

23

个小区的燃气管线进行了改造，共

改造燃气管线

40

公里， 占年任务

的

80%

； 今年新增了

40

万平方米

的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占年度任务

的

100%

。

———积极推动 “十大建设”项

目。 按照全市“十大建设 ”公路建

设、 水系建设专项行动计划的要

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承建项

目

13

项，总投资

12.33

亿元，今年

计划完成投资

8.4

亿元， 目前已开

工建设文汇路 （河南路—丰收路

)

、

中原路改造（人民路—长济高速）、

山阳路（建设路—人民路 ）道路大

修、南通路（新安路—人民路）道路

大修工程； 启动了龙源路 （山阳

路—中原路、普济路—民主路）、丰

收路改造（山阳路—中原路）、山阳

路 （丰收路—新河 ）大修 、塔南路

（站前路—站南路）大修、普济河河

道治理、南水北调城区府城水厂建

设项目的前期工作，目前已完成投

资

7280

万元。

———开通“民生直通车”。 为提

高行业服务水平，该局要求住建系

统各公用事业单位创新服务方式，

开通“民生直通车”，定期深入居民

社区， 现场解决居民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 自

6

月份以来，市绿源

热力公司利用双休日，先后到亿祥

东郡、龙源湖、丰泽园等小区，发放

用热服务手册和宣传单，解答居民

提出的用热问题，并现场为居民办

理业务。 市水务公司“民生直通车”

便民服务队也经常走进居民小区，

除了现场为居民提供服务外，还给

许多居民发放了联系函，定期以电

话告知、上门回访等形式把用水常

识、 供水服务信息等内容及时传递给

社区， 并及时了解居民对供水服务的

需求和建议。

———畅通网络问政渠道 。 该

局结合城乡建设工作特点 ， 对门

户网站进行优化 ， 增加了建设工

程领域项目信息公开 、 城建三年

大提升、 市政公用行业行风评议

等板块， 推动该局服务型机关建

设再上新台阶 ； 及时办理市政府

门户网站发布的人大政协建议提

案， 安排专人每日浏览山阳论坛、

政府在线等网站 ， 及时答复市政

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 政府在线、

网情摘要。

21路公交车挂牌“全国工人先锋号”

本报讯 （记者丰舒潍） 昨日

9

时，简短的挂牌仪式结束后，一台台

车头挂有“全国工人先锋号”红色奖

匾的

21

路公交车，依次从位于市汽

车客运总站的公交站点驶出。

看到

21

路公交车被授予“全国

工人先锋号”，家住附近的两位大妈

在现场找到市公交总公司第四分公

司经理朱文斌， 对他说：“请你好好

表扬一下

21

路公交车司机，我们每

次拉着小车乘公交车， 司机都会热

情地帮我们搬上搬下， 从来不嫌我

们麻烦。有一回我们坐车时，车上一

位老太太发现自己没带钱包， 一位

好心司机还给了她

20

元钱。 ”对于

表扬，朱文斌告诉记者，这种好人好

事在

21

路车队中非常多。 从该线

路

2010

年荣获 “河南省工人先锋

号” 称号以来，

21

路公交线路已

受到媒体表扬

25

余次， 收到群众

感谢信

33

件、 锦旗

6

面， 有好人

好事

300

余件， 司机在车上捡拾款

物共

10

万余元，其中现金

1800

元。

21

路公交线路是一条由中站

区李封一村至市汽车客运总站的市

郊线路，连接中站区、解放区、山阳

区和焦作新区，全程

29

公里，营运

车辆

30

台， 日发班次

220

多趟，驾

驶员

48

名。

“诚信为本、有诺必践、恪尽职

守、率先垂范”是

21

路公交车驾驶

员的工作准则。 自

2010

年以来，该

线路通过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热情

服务，抓管理、抓规范，逐步成为我

市公交行业的示范线路。

21

路公交

线路始终坚持以“对乘客满怀亲情，

对社会奉献真情”为服务理念，不断

创新优质服务品牌，在文明交通行、

礼 让 斑 马 线 活 动 中 ， 首 次 推 行

“

5321

”路口让行工作法， 并在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得到推广。 同时积极

利用班前会、 安全会、 动员会进行

学习动员 ， 开展多项服务竞赛活

动，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去年，

21

路公交线路在所有车厢内开辟了

“车厢微博”版块，该“微博”位于驾

驶员座位后方，设计新颖、醒目，内

容有温馨提示、乘客建议和意见、找

找吧等小专栏， 受到了许多市民的

关注和好评。此外，该线路驾驶员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

想理念， 不断强化遵章守法意识和

安全意识。 截至

2012

年年底，该线

路安全间隔里程

223

万公里， 收入

674

万余元，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无有责投诉， 为我市营运线路树立

了典范。

市水务公司

顺利完成两处供水管道改道工程

本报讯 （记者李秋） 为配合

城际铁路建设施工进度，近日，市

水 务 公 司 顺 利 完 成 塔 南 路

DN400mm

供水管道 、 恒通路

DN300mm

供水管道的迁移改道

工程。

随着城际铁路建设工程的推

进，新月铁路塔南路段、恒通路段

供水管道急需迁移改道。 为确保

迁移工程顺利实施， 同时尽可能

减小施工停水对用户生产、 生活

的影响，该公司管道工程公司、生

产调度中心、管网部、办公室等部

门协同作战， 确保此次工程顺利

进行。 该公司生产调度中心按照

计划停水申报程序， 协同办公室

做好先期停水申报和通告发布工

作； 管道工程公司和管网部共同

制订了 《管道迁移施工方案》，并

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

积极做好今冬供热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秋 ） 连日

来， 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及早动

手， 积极做好供热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该公司利用打压试水检验前

期的检修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

28

个小区的打压试水工作， 其他小

区的打压试水工作正在按计划进

行。

在完善供热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中，和平街向东延伸工程、太行

路供热管网工程项目、 普济路供

热一次管网改造工程、 艺安苑供

热一次管网改造工程都在按计划

进行中。 此外， 该公司还通过讲

课、现场指导、座谈等形式，邀请

供热工作方面的专家对工作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 提高其业务技术

和管理水平。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有

60

余人次参加了省、市各类业

务培训。

省重点工程项目 S104

郑常线改建工程开标

本报讯 （通讯员高光照） 日

前 ， 全长约

56.1

公里 、 总投资

9.74

亿 元 的 省 重 点 工 程 项 目

S104

郑常线焦作境马营至小中

里段改建工程开标， 这标志着该

工程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该工程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

路标准修建，沥青混凝土路面，路

基宽度

24.5

米， 全线新建大桥

2

座共长

210.4

米， 新建中桥

1

座

长

37.04

米， 加宽中桥

2

座共长

82.08

米，新建分离式立交桥

2

座

共长

826

米。 此次招标共设土建标

3

个、交通标

1

个、监理标

1

个。

缝山公园将设立高程标志

本报讯 （记者詹长松） 记者

昨日从市国土资源局获悉， 为方

便广大市民精准了解缝山公园山

体高度， 普及测绘知识， 宣传测

量标志， 我市将在缝山公园设立

4

处测量标志和

1

座测量标志

碑。

市国土局邀请河南理工大

学、 河南省中纬测绘规划信息工

程有限公司等专家， 专题就缝山

公园高程标志设立方案进行了研

讨， 并初步通过了关于缝山公园

高程标志的设计方案。 该方案拟

在缝山公园设立

4

处测量标志和

1

座测量标志碑， 第一处测量标

志设在缝山公园南门 “全民健身

步道起点”处；第二处和第三处测

量标志分别设在登山步道中间平

台处； 第四处标志设在顶部缝山

针雕塑旁。 在顶部缝山针雕塑处

设立测量标志碑，标明海拔高度，

介绍缝山公园概况。

9

月

10

日，在塔南路框架桥施工现场，工程车

正在开挖桥梁基础坑。据悉，该桥为郑焦线新建框架

桥，桥梁全长

88.55

米，净宽

25.9

米，净高

4.5

米。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扫

扫

二

维

码

新

闻

更

精

彩

他没有高等学历，但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

他守在窑火炉旁，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双手沾满泥巴，但把绞胎瓷写进全国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

他身为民间艺人，但让当阳峪绞胎瓷载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录。

他， 就是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当阳峪绞胎瓷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柴战柱。

一位从窑炉旁走出的工人，是如何成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继而又

成为我市文物复仿制研究领域第一个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呢？

在此，本报记者带您走近柴战柱，探寻他为复燃熄灭千年的神秘窑

火所走过的人生轨迹。

［

］

［

［

］

］

阅

读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