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瓯窑文化成就新的“使命”

在与瓯窑烧造技艺传承人章长才多年接触学习下，邵建泼对家乡的瓯窑有了更深
入了解，也惋惜于瓯窑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我自己接触瓷器这么多年，一开始
都以为瓯窑只是个‘追随者’的身份，而不是‘革新者’。”

但据历史和考古文献证明，早在东汉晚期，永嘉已是最早烧制青瓷的少数地区之
一。晋代文学家潘岳有《笙赋》云：“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点名赞美瓯器，瓯
窑在当时名士眼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瓯窑几乎可以说是‘百瓷之祖’的这么一个历史
地位，尤其是瓯窑烧制技术成熟后具有革命性创新的釉下褐彩与缥瓷，两者无一例外，
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也因此在得知章长才老师复兴瓯窑的计划后便毫不犹豫加入，至今学习瓯窑制作
已有5年多时间。“作为温州瓯窑浙疆青瓷执行经理，其实更多的精力都在运营上面，制
作还是以章长才老师为主，我纯粹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器物才开始学习的，但真正
接触以后发现，当中的奥妙无限。”

比如褐色点彩，最早出现在瓷器上时，可以说是一种“瑕疵”。但这种自然浑成的
效果，给窑工以启迪，于是就有了后来有目的地在局部施加含铁釉料的新工艺。这种
“化腐朽为新奇”的技术，也一直为瓯窑所传承。“可能是因为本身身体的原因，我对‘残
缺’有另一种理解，一件过于完美的器具，我反而觉得不够真实，倒是那些意外的、有些
不完美的器皿，反而能品出一些别样的美感来。”不久之前，在残联的组织下，邵建泼还
带了一些聋哑学生前来体验制作瓯窑，寂寂无声中，是比寻常人更多的专注和沉浸，邵
建泼相信他们一定也有相同的体会。“先天的残缺，可能会让我们的心思更敏感一些，
但这对于我们体验、创作来说，未尝不是一个优势，我也是希望他们也能够由此了解瓯
窑、爱上瓯窑、加入瓯窑。”

邵建泼说，瓯窑最吸引他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素雅与日常，这也是他的瓯窑之路最
想实现的效果。“一直以来，瓯窑与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像我们现在方言里的‘胚’‘匣
钵’（音，闲聊）等等，都是从瓯窑中引申而来，我们烧制的瓯窑也是往兼具实用性和观
赏性研发，包括我们的泥胚和釉料都是自己调配的，一方面还原瓯窑最本真的色彩，一
方面要适应现代人的使用需求。”邵建泼表示，这也是他如今找到的一份“新的使命”。

记者厉梦瑶/文 汪学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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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13 岁离家谋生，拄着
拐杖走遍全国19个省份、
两个国家

夏建兴在找路，一条自己能走的
路。一岁多时的一场发烧，永远带走了
他靠双腿行走的能力，从记事起，自己
的行动就已离不开双拐，长大后，他明
白了这是小儿麻痹症带来的重度残疾，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
会，都将难有他的立足之地。

“那时家里5个兄弟姐妹，生活很困
难，我也不愿意拖累家人，13岁那年偷
了爸爸10块钱就离家出走了，一心想着
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看看靠自己的双
手究竟能走多远。”

从未出过远门的夏建兴彼时身无
长物，家里带出来的钱很快花完，却没
有找到任何收入，只能放下尊严四处乞
讨，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那时候
十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
不敢回家，饿了只能向周边住户要点吃
食，夏天就睡在凉亭里，冬天睡在稻草
堆，有时候饿上五六天都没要到饭吃。”
在饥饿和迷茫中，大把的时间不知要怎
么度过，夏建兴就在路边捡石头砖块写
写字，他仅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但是
偏偏爱读书写字，看路边的广告牌、看
店面的招牌、看废弃的杂志，夏建兴学
着勾勾画画，技艺越发惟妙惟肖，渐渐
引来了人群的围观。

“流浪到江苏的时候，有一次看到
一位独臂的卖艺老人，在那写空心字，
我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以此为生，我
甚至还有两只手，是不是能做得比他更
好。”于是夏建兴决定自创一门倒写空
心字的手法，用了两年时间不断练习，
终于学有所成。“有时遇到好心人，有一
些多余收入，我就去买书看，新华字典
几乎都翻烂了，每个生僻字我都认得。”

一本新华字典和一张中国地图，成
了夏建兴行囊里为数不多的必备品，就
这样拄着拐杖穿街走巷，每到一地，摆
摊卖艺，攒够路费，又前往下一个城市，
走走停停，转眼间夏建兴独身一人竟也
走遍了全国 19个省份，还去过越南、缅
甸两个国家。“过程中也碰到过很多好
心人，和同样残疾的卖艺人，打开了我
的眼界和心胸，我在福建结识了一位手
脚全残疾的朋友，但他仍自立自强有了
一番天地，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的手
是健全的，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在外流浪这些年来，夏建兴都是靠
卖字画和表演倒写空心字为生，在云南
期间，他还结识了妻子，组建了家庭，也
由此为他的流浪生涯，划上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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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夏建兴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早年流浪的
风霜雨露把他的皮肤晒出了层层褶子，笑容一张
开，脸上的褶子跟着表情跳动起来，洋溢着一种向
上的活力。他双手柱起拐杖，有力地伸出去，支撑
着瘦小的身子一跃一跃地走在路上，这条路他已独
自一人走了四十多年，而与之相伴的，除了生存，就
是文艺。

35岁返回家乡，想为瓯
窑小镇增添一点文艺氛围

2002年，夏建兴携妻子回到家乡永
嘉生儿育女，“本来没想过结婚，但是她
非说就要跟着我，我也不知道她看上我哪
点，结婚以后不能再居无定所了，我就把
她带回了老家。”为了谋生，夏建兴找了
一份开三轮车的工作，由于彼时瓯窑小镇
周边交通不便，夏建兴的载客收入也算有
一定的稳定来源。

“那时候正好赶上瓯窑小镇的建设开
发，很多艺术家入驻，也让我们当地村民
感到非常开心和期待，街道跟部门鼓励我
们多多参与进来，发挥自己的才艺，给瓯
窑小镇造势，我写字的小摊子也就重新开
张了，有人愿意买就卖，有的也送人，主
要是想参与其中，给咱们村里多增添一点
文艺的氛围。”

夏建兴说，自己就是单纯喜欢艺术，
上小学时他曾看过家中亲友写了一手好
字，羡慕不已，因此时时要求自己多多练
字。“天赋可能有，但更多还是硬逼着自
己练出来的，很多事情我没见过就算了，
但是我既然见过了这些好的，我喜欢的，
我就一定要去学会。”这么多年来，夏建
兴的一身本领基本都是自学成才，书法、
画画、二胡、笛子等等，领进门的“师
父”大多是全国各地公园里的老人，虽不
成系统章法，但足以滋润生活。

“很喜欢去聊这些艺术的话题，虽然
我水平有限，但是我特别乐意去听去学，
一聊就是个把小时。”这些年夏建兴还迷
上了道士唱词，不久前还去参加了一场道
士唱词比赛，得了第四名。在夏建兴家，
一方栽种了许多植物的院子被打理得干干
净净虽说腿脚不便，但夏建兴的生活全靠
自理，后院的菜地里，还种了不少农作
物，番薯、辣椒、生姜、猕猴桃、蓝莓、
樱桃等等花样繁多，锄地、播种、除草、
施肥也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妻子在2016年突然去世了，家里的
两个孩子都在读书，虽然生活很难，但我
要担起责任，眼下我和村里人合伙，做帐
篷租赁的生意，自己种菜生活开销也省一
点，努力供小孩上完大学。”

靠双拐支撑着腋下，夏建兴用力地挥
舞着锄头，身后的田地一点一点翻新，农
闲之余，他喜欢坐在小镇草坪的小摊子
上，或写写字或喝喝茶，多年来，他被要
求过写许多字，有的生僻难懂，有的见多
不怪，他最中意的是“天道酬勤”这一四
字成语，意为上天会酬报勤奋的人，付出
的努力一定会有所回报，他说，这也是他
从始至终生活的决心。

记者 厉梦瑶/文 陈胜豪/摄

邵建泼：残缺亦是一种美

很多时候，邵建泼几乎要忘了，上天在他腿上留下了一点不完美的痕
迹，日常行动略有不便，他便愈发专注地坐着，从学习设计到接触瓷器、瓯
窑，他知道，艺术从不是高屋建瓴，而是你我都可以。

艺术之美触动心灵

若是在以前，有人取笑邵建泼的腿，他会直截了当地用拳头反击，但现在，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43岁，成熟了，有人嘲讽就当开个玩笑过去了。少一份刚烈，多
一丝宽和，这是邵建泼多年来的沉淀，与其说是生活带给他的，不妨说是艺术带给
他的。

“从小就喜欢画画，画画的过程很沉浸很专注，父母家人也比较支持，因为我
身体的关系，他们可能觉得更多还是要保护我吧，让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因
此，邵建泼的学生时代多了一份自由，对于身体的缺陷倒也不那么在意。“一直没
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但是多少也有点想证明自己的意思吧。”后来，邵建泼考上了
中国美术学院，成为本地少有的专业科班院校毕业的艺术生，开始在设计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还一度获得了亚太年鉴“优秀奖”、亚太年鉴双年展“银奖”、德国红点
奖等。但诸多荣誉之下，邵建泼却渐渐发觉之前那种“争一口气”的想法似乎没有
任何意义。

“获得这些奖项的时候，其实内心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反而挺淡定的，
真正的快乐不是来源于别人的认可，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久而久之发现，还是
艺术创作的过程最令人感到幸福。”因为长期在设计行业扎根，邵建泼对中式美学
也有所了解，茶道和瓷器作为中国美学、文化的典型象征，也令邵建泼为之深深着
迷。

“一度非常痴狂，四处去搜集自己喜欢的作品，瓷器的这种釉色变化，和玉石
一样的晶莹质地，让人在把玩的时候，总能萌生出一些愉悦心情。”尤其是青瓷釉
色光亮、淡雅清澈，给人以宁静清新之感，所谓“姿如圭璧，色似烟岚”，这种
“尚玉”的审美意识和“以玉比德”的人格象征，都颇令邵建泼向往。

“因为喜欢玩瓷器，四处寻瓷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不少艺术家，包括瓯窑烧造技
艺传承人章长才老师，与他很聊得来，我也是透过他才知道，原来我们本地的瓯窑
有着这么悠久的历史和领先的技艺。”也是在那时候开始，邵建泼渐渐有了另一个
打算，从设计转身投入瓷器行业，不为别的，只为亲身感受这一抔土、一窑火产生
的碰撞和奇迹。

邵建泼系列瓯窑作品在永嘉县首届残疾人艺术作品展上展出

农闲之余农闲之余，，夏建兴夏建兴喜欢坐在小镇草坪的小摊子上喜欢坐在小镇草坪的小摊子上，，写写字喝喝茶写写字喝喝茶

邵建泼（右）和恩师瓯窑烧造技艺传承人章长才

工作坊

◆遗失 永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份 ，核 准 号 ：
J33340041921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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