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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国 桢 与“ 建 国 瓷 ”
——新中国第一次陶瓷会战始末

萧根胜

李 国 桢（1917- 2000），郏 县 安 良 曹 沟

人，原轻工业部轻工科学院高级工程师，新

中国陶瓷科技奠基人，一生为我国陶瓷科

技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作为陶瓷发明国的中国，近代以后由

于帝国主义入侵、封建专制长期统治、内忧

外患等原因，陶瓷制作日趋衰败，部分著名

的瓷种出现断代。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

曾经辉煌的、曾经黯然的名瓷再次重现光

彩。其间，有一人功不可没，他就是李国桢

先生。

在半个多世纪的陶瓷生涯中，李先生

恢复了“五大名窑”，再现了“六大瓷系”，

取得了我国“南青”与“北青”两大著名青

瓷恢复的历史性成就。李国桢推动中国

传 统 陶 瓷 技 术 的 恢 复 、现 代 陶 瓷 新 技 术

的 开 发 ，将 西 方 研 究 陶 瓷 的 科 学 技 术 应

用 于 中 国 陶 瓷 行 业 ，彻 底 改 变 了 我 国 千

年凭经验、靠传承的慢发展局面，为恢复

我 国 世 界 陶 瓷 大 国 地 位 作 出 了 卓 越 贡

献。

◉阅读提示

七夕之美，美在文化。传统

节日，古 风 濡 染 ，我 常 想 ，民 间

四 大 爱 情 传 说 ，牛 郎 织 女 何 以

居 首 ？ 概 孟 姜 女 太 惨 ，梁 祝 太

悲，白蛇传太妖，三者书生味太

浓 吧 ？！ 而 牛 女 之 爱 ，场 面 宏

阔 ，景 色 瑰 丽 ，内 涵 饱 满 ，意 蕴

悠 长 。 虽 有 伤 感 之 韵 ，不 乏 缺

憾之美。一年 365 天，有 364 天

眺 望 相 思 ，唯 到 七 夕 ，乃 得 一

会 ，岂 不 令 人 扼 腕 ？ 然 今 人 视

角 ，信 息 畅 游 ，海 角 天 涯 ，虽 不

厮磨，等同相守。所以民谚：天

上银河宽，难隔心相连；七夕来

相 会 ，幸 福 满 人 间 。 胜 却 人 间

无 数 ，悲 的 成 分 少 了 。 人 们 恋

的 ，是 驾 理 想 之 舟 ，乘 浪 漫 之

羽，荡心理涟漪，驰出的无穷想

象 ；叹 的 ，是 织 女 飞 梭 传 恨 ，空

寂 难 耐 ，一 朝 下 凡 ，爱 上 牛 郎 ，

任凭母亲阻挠，甘与天庭决裂，

争 得 一 年 一 会 。 这 样 的 爱 情 ，

天崩地裂，在平庸世俗、离合速

闪的当下，给人的冲击力太大了。

织 女 抛 弃 门 第 观 念 ，追 求

贞 爱 ，历 经 苦 难 ，最 后 禽 鸟 相

助 ，争 得 一 年 一 度 ，金 风 玉 露 。

凄婉悲剧之源，母命也。由是，

王 母 遭 伐 。 今 之 父 母 汲 取 教

训 ，婚 姻 多 凭 儿 女 自 主 。 讲 究

门第、棒打鸳鸯者，已不多见。

七 夕 之 美 ，历 经 演 变 。 其

最 初 萌 芽 ，可 溯 远 古 。《诗 经》

里 ，诸 多 篇 什 ，爱 情 奔 放 热 烈 、

大 胆 直 白 ，唯《小 雅·大 东》中 ，

牵 牛 织 女 ，位 居 高 天 ，崇 为 星

神，现一种朦胧之美。彼时，爱

的 胚 胎 已 经 孕 育 。 爱 的 种 子 ，

一 旦 生 根 ，萦 绕 心 间 ，蔓 延 葳

蕤 ，势 不 可 当 。 这 就 有 了 古 乐

府诗《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

间 ，脉 脉 不 得 语 。”牵 牛 织 女 的

离 分 ，原 是 被 银 河 阻 隔 。 然 织

女终日弄机，泣涕如雨，备受压

抑 ，何 来“ 天 女 ”之 尊 ？“牵牛织

女 遥 相 望 ，尔 独 何 辜 限 河 梁 。”

这 种 遭 际 ，令 人 心 酸 。 即 便 其

为豪门之女，让她爱情美满，这

是首要的。嫁给谁？冲破封建

桎 梏 ，嫁 与 穷 汉 ，最 合 大 众 心

理 。 这 才 有 了 秦 汉 雏 形 ，唐 宋

完备，花开一朵，千年不败。

由是，七夕之美愈加凸显。

我 看 过 不 同 地 域 的 传 说 ，

那 语 言 ，露 珠 似 的 清 亮 。 例 如

鲁 山 的 ，说 老 牛 做 媒 ，“ 老 牛

说 ：‘ 牛 郎 啊 ，你 老 大 不 小 了 ，

也该成个家啦！好媳妇送上门

来 了 。 今 儿 夜 里 ，天 上 九 个 仙

女，要到西山莲花池洗澡，有个

穿 红 衣 的 ，最 聪 明 、最 勤 快 、最

漂 亮 ，你 按 我 说 的 办 ，包 准 ，她

能 成 你 媳 妇 。’老 牛 知 道 ，天 仙

们要下凡了，赶快拉着牛郎，跨

青 龙 涧 ，穿 水 帘 洞 ，登 凤 凰 岭 ，

停 到 莲 池 旁 。 牛 郎 藏 身 树 林 ，

向 潭 池 望 ，一 望 ，他 呆 住 了 ：只

见九位仙女，若天鹅云雁，飘然

而 下 ，环 池 回 旋 ，轻 歌 曼 舞 ，脱

衣入水。”

再 如 南 阳 的 ，花 开 般 的 鲜

活 ：“ 老 黄 牛 从 嘴 里 吐 出 个 茶

豆 ，朝 牛 郎 点 点 头 。 牛 郎 把 茶

豆种在门前，第二天出土了，第

三天拖秧了，牛郎搭个梯子，没

几天，把架拖满了。老黄牛说：

‘ 意 儿（牛 郎）啊 ，你 藏 到 豆 架

下，能看到天上的姑娘们，天上

的姑娘也能看见你。谁要是偷

看 你 七 晚 ，她 就 想 做 你 的 妻

子 。’…… 第 一 天 ，一 个 仙 女 临

走，偷偷看了他一眼。第二天，

奓 着 胆 子 看 牛 郎 。 第 三 天 ，望

着 牛 郎 微 微 笑 。 第 四 天 ，向 着

牛 郎 点 点 头 。 第 五 天 ，端 着 一

盆 蚕 。 第 六 天 ，偷 出 一 架 织 布

机。第七天，拿着织布梭子，向

牛 郎 招 招 手 。 一 个 在 天 上 ，一

个在地下，眉来眼去七晚上，一

个 盼 着 下 凡 来 ，一 个 盼 着 快 来

娶 。 七 月 七 那 天 ，从 天 上 飞 来

只喜鹊，落在老黄牛的头上，喳

喳 叫 着 ：‘ 织 女 差 我 来 ，叫 你 快

去娶，快去娶，快去娶。’”

二者情节有异，口承不同，

却草蛇灰线，不外盗衣结缘、男

耕 女 织 、担 子 追 妻 、鹊 桥 相 会 。

实事上，这个传说，全国大陆各

地 都 有 ，连 台 湾 也 有 。 河 北 邢

台 有 凌 波 湖 、牛 郎 庄 、九 天 银

河 ，山 西 和 顺 有 金 牛 洞 、喜 鹊

山 、天 河 池 ，山 东 沂 源 有 牛 郎

庙、织女洞、牛郎庄，湖 北 郧 西

有 天 河 口 、娘 娘 山 、天 池 庵 ，

南阳有牛郎庄、织女村、汉画像

石……鲁山遗存更多。各地信

誓旦旦、言之凿凿，都说是发祥

地、原生地。众口不一，移栽嫁

接，产生流变，美美与共。

七夕之美，美在人仙结合，

牲禽为媒。织女巧笑顾盼，她携

带天虫，来到人间，授人蚕丝技

艺 ，为 的 人 间 御 寒 。 她 身 为 天

女，高贵典雅，不惜下嫁，始终不

渝。传说故事中，有龙女妖女，

灯女鱼女，幻化人形，与书生成

亲的，哪及天仙织女？而牛郎，

一贫如洗，唯诚实良善。他是普

天之下穷苦人的化身。最应称

道的，是牛与喜鹊。老牛说话，

开口三次；老牛做媒，盗衣结缘；

老 牛 老 死 ，牛 皮 披 身 ，牛 郎 追

妻。农耕文明，牛是主角。牛、

牛郎、牵牛星，一道轨迹：牛崇拜

也。而喜鹊，联袂高飞，其声喳

喳，婉转动听，颇具灵性。灵能

报 喜 ，民 间 谓 喜 鸟 也 。 七 夕 前

后，喜鹊换羽，尾巴蜕秃，减少飞

翔，田间少见踪影，人都以为，它

是飞到天上，为牛女搭桥去了。

两种宠物，一耕畜，一喜禽，

媒伐功用，不可替代。天地间万

物，都在撮合二人成亲，可见，他

们的爱情与婚姻乃人心所向。

七夕之美，美在讲述环境。

夏 秋 之 交 ，虫 鸣 唧 唧 。 仰 望 星

空，思绪满怀。院中纳凉，稚儿

绕膝。手摇蒲扇，母祖开口，一

指牛郎织女星，说的就是城东的

鲁峰山，讲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故

事。故事一波三折，其中幻想太

多，悬念太多，熔铸了母祖的渴

望。个中哀怨，人间别离，儿孙

太小，并不理解，儿孙只羡织女

之巧，只慕牛郎有福，只恨王母

心狠，只奇老牛说话，只叹鹊飞

桥 渡 。 待 到 经 年 别 恨 ，爱 不 轻

诺，体悟到韵味，这才心香一瓣，

缥缈瑶台。

承传有空间，有时间场景，

方代代不息也。

七 夕 之 美 ，更 在 乞 巧 。 过

节，需要仪式感。葡萄架下的望

空偷听，虚妄不实；七夕乞巧，浸

润匠心，至美也。传统礼教，尚

勤黜懒，尚巧黜笨，手不巧，则心

不灵。由是，乞巧风俗，应运而

生。谁最巧？飞梭织女也。南

北朝时有卜巧，是穿七孔针。七

个 针 孔 ，谁 穿 得 快 ，谁 就 得 巧 。

唐宋诸朝，民间用丢巧针验巧。

盛一碗水，暴晒日下，取绣花针，

投入碗中，针浮水面，看水底针

影，若物似兽，谓巧也。我国南

方，延为一针一线，同时穿引，穿

得快者，就算是乞到了灵巧。今

之女子，读书识字，鲜做女红，灵

不仅在手，于是，又作简化：七夕

之夜，庭院里，摆上瓜果，仰望星

空，焚香礼拜，双手合十，默念心

事，脸红心跳，乞求织女，赐赏聪

慧，惠予美貌，传授至巧。

试问满大街的美女，有谁，

未乞过巧呢？

定位七夕，说是爱情节、爱

侣节、情人节、乞巧节、女儿节，

似都不妥。然而，不能否定，它

的确是关乎爱情的一个重大节

日 。 近 年 ，中 原 鲁 山 ，围 绕“ 七

夕，不止有爱”，先后演化，举办

婚庆博览、万人相亲、集体婚礼、

葡萄采摘、山歌对唱、舞蹈比赛、

七夕讲堂，推波助澜，挖掘内涵，

升华主题，使这一千古绝唱丝缕

不绝，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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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1 月 27 日

过大年。节后一周，轻工业部召开的第一

个业务性会议竟是陶瓷座谈会。会上传达

了郭沫若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后，参

会的古陶瓷专家和工艺、美术大家的热情、

激情立即沸腾。陶瓷之国国宴用外国瓷

器，丢了祖宗八代的人！封建社会还有御

窑官瓷，我们新中国更应该有自己的国宴

瓷、国礼瓷！会议决定，由轻工业部牵头，

成立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同时明确：美术设

计由文化部负责，烧制由轻工业部负责。

当年 10 月初，以中央美院为主拟定了

一份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名单给轻工业部，

把我国当代的艺术、美术、建筑等相关的知

名专家、教授尽列其中：郑振铎、江丰、张

仃、祝大年、高庄、梅建鹰、庞薰琹、雷圭元、

徐可振、郑可、张光宇、蔡若虹、王逊、钟灵、

张正宇，同时还有国学大师、古文学家齐燕

铭，故宫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历史文物

学家沈从文和古建筑学家、建筑学家梁思

成、林徽因夫妇。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均

是我国国徽的设计者，陈万里是我国陶瓷

考古之父。其他所列人员全为当代大家，

举国翘楚。在全部名单中，仅有祝大年曾

为轻工业部总工程师。

为确保设计方案评选成功，又成立了

由文史、文化大家王朝闻、艾青、华君武、沈

从文等知名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从组

成人员可以认定，“建国瓷”制作绝对可称

其为共和国文化史上“一号工程”。

设计委员会经过紧急酝酿，很快形成

主导意见：“建国瓷”既要保持我国传统陶

瓷艺术风格，又要实用，同时能表现出新中

国的新面貌，打破历朝历代官方用瓷“任其

百尔，执事媚滋一人”的旧条框，并确定以

保留在原北京东华门萃华楼饭庄的清宫廷

慈禧用“万寿无疆”中餐具为蓝本，坚持“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烧制出既有我

国传统风格，又符合新中国宴请形式的新

式国宴用瓷。

目标既定，方向已明；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一时间，200 多套设计方案呈于评

审委员会，所有方案不署名、不标号，让专

家率意海评。在最后一关评审时，日理万

机的周恩来总理拨冗前往，与专家最后敲

定祝大年设计的传统青白瓷斗彩缠枝牡丹

纹中餐具和青花海棠纹西餐具为国宴餐具

样本。

李国桢参与“建国瓷”烧制

1953 年 1 月，在农历春节到来之前，轻

工业部再次召开“建国瓷”烧制座谈会，除

中央有关部门的专家外，还邀请了景德镇

市的 7 位代表参加会议。设计方案有了，

这次研究的是如何制作烧成，教授专家可

以绘图案、定方案，瓷界千年铁律“烧成是

关键”，要烧成还得靠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专

家。会议决定在景德镇成立建国瓷制作委

员会景德镇分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技术

上由轻工业部派一个工作小组协助。经祝

大年提议，上海轻工所的李国桢任组长，轻

工业部蔡德春、郑乃衡参与其中。

1953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李国桢带着

制坯专家聂怀德，周仁的助手、古陶瓷化学

专家张福康一行三人，冒着湿热如蒸的酷

暑第二次来到景德镇。第一次是景德镇解

放四五个月，到处是一片战争创伤，破败废

墟。这次到景德镇，看到的虽然是生机盎

然、欣欣向荣，但是与千年瓷都的地位并不

十分相称。

景德镇最为辉煌的年代是康、雍、乾三

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工艺在世界瓷

苑大放异彩的时期，而景德镇则是这一异

彩中的轴心奇葩。盛极而衰，景德镇亦没

逃过这个无可溢出的自然规律。不是天

灾，而是人祸，是随着一个朝代式微以致颓

塌而江河日下。

据《百代消亡，永瓷为存——慈禧与景

德镇御窑厂》介绍，1851 年洪秀全领导的太

平天国历时 14 年，太平军先后三次占领景

德镇。作为皇帝的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

窑 厂 被 夷 为 平 地 ，官 员 、画 师 、工 匠 杀 的

杀、逃的逃。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给

皇太后的奏折中称：“查景德镇地方连遭

具燹，官民窑厂，停歇十年有余，老匠良工

消亡殆尽。”

据陈帆主编的《中国陶瓷百年 史》记

载：抗日战争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

飞 机 轰 炸 ，坯 坊 、窑 房 均 遭 受 严 重 破 坏 ，

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 33 座。到新中国成

立前夕，全市共有私营瓷厂 2496 家，每厂

平均不足 5 人，其中规模最大的鼎顺瓷厂

也 只 有 137 人 ，最 小 的 厂 家 仅 有 1-2 人 ，

常年开业的仅占 7％，绝大部分处于停工

或半停工状态。

李国桢到景德镇的第二天，即赶到设

在市中心御窑区大苏家弄一号的建国瓷制

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办公室报到。办公室

主任潘庸秉是李国桢第一次到景德镇的具

体接待人。上次见面时间虽短，但他对李

国桢在陶瓷现代技术方面的渊博知识极为

佩服。几天前接到省政府通知，轻工部工

作组近日到达。前一天晚上，秘书李道伦

把李国桢接到招待所，只说是来了一位李

姓领导，没想到是他佩服的李国桢工程师。

潘庸秉握着李国桢的手说：“赵书记这

几天天天问你什么时间到。”

李国桢说：“设计组的同志不是早就来

了？”

“设计再好，没有你们的技术指导也烧

不出好的产品。”潘庸秉是美术专家，他深

知技术对陶瓷烧成的重要性。

李国桢听了潘庸秉对近段时间的工作

进展情况介绍，他的心跳有些加快。

李国桢被委以重任

1953 年 1 月，中央将“建国瓷”制作任

务下达给景德镇，千年瓷都正式进入“以陶

瓷为中心”的时代。刚刚上任的景德镇市

委书记赵渊以犀利的眼光和惊人的洞察

力，很快组建了中共景德镇陶瓷工作委员

会，他亲任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国家用瓷

委员会，他又兼任主任。紧接着，3 月 13 日

组成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赵渊

任委员会主任，工商局长崔云树任办公室

主任，傅德鑫、余昭华、曾朴为副主任，成员

潘庸秉、段茂发、方伯卿、王步、周日晖、洪

炎喜，他们个个都是在景德镇呼风唤雨、雷

动山响的知名人物。

坯釉研究组原定由中科院周仁负责。

由于周仁忙于包头、大冶两大铁矿的冶炼

与综合利用研究工作，所以他委派助手、古

陶瓷化学专家张福康常驻景德镇，具体参

与“建国瓷”制作。这样，坯釉研究技术任

务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李国桢的肩上。这个

组除一同来的张福康、聂怀德和赖泮林外，

还抽调了江西陶业专科学校教师汪璠、戴

粹新、谢谷初、余略艮，示范瓷厂工程师黎

浩亭，瓷土公司的李来芳，建筑公司的杨文

宪，以及全市著名的制瓷高手冯宗镇、蔡金

台、万贵水等各业才俊。从人员配置，李国

桢看到了赵渊的坚定决心和良苦用心，当

然也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已没有资料记载李国桢与赵渊第一次

谈话的详细内容。据当时刚刚从景德镇建

筑公司海选到“建国瓷”烧制办公室的杨文

宪老人回忆，李国桢第一次和赵渊谈了将

近一上午。赵渊对李国桢的渊博知识和谦

和态度极为敬佩。最后向李国桢表示：景

德镇要把这次烧制“建国瓷”作为振兴全市

瓷业的历史机遇。市委将全力以赴支持轻

工部的工作，建国瓷烧制办公室全力配合

坯釉组，搞好科技攻关，不折不扣地圆满完

成建国瓷烧制任务。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

从 1953 年的盛夏到当年的仲秋，李国

桢、赖泮林、张福康和随后到来的上海科学

院李家治、郭演仪，披蓑衣、拄拐杖，跋山涉

水、翻山越岭，冒着似火骄阳、忍着蚊虫叮

咬，奔走穿行于东乡、余干、乐平、祁门和九

江的星子，每个采矿点必到，每个有矿石的

山都登，每一种类似的矿石都取样，人背牲

驮、肩挑背扛，把数十种瓷石、瓷土、釉果编

号登记，悉数进账。其间，除大部分常规用

料由景德镇进行正常的简易化验外，两次

派赖泮林、聂怀德带样品回上海轻工试验

所和上海科学院进行分析化验。

1953 年国庆节，李国桢因完成了《景德

镇用瓷原料的调查和研究》而特别兴奋，特

意备了两瓶四特酒在御窑厂对面的一家小

餐馆恭贺初捷。微醺一次后，李国桢工作

重点也由资源调查转向“建国瓷”烧制和历

史名瓷的恢复，合作伙伴也转向他的老朋

友祝大年。

祝大年的设计方案被选用后，刚刚成

立的美院陶瓷科首任科长郑可主动让贤，

把科长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工艺美术系

主任张仃指定由祝大年带队赴景德镇开展

装 饰 技 艺 攻 关 、监 造 。 从 1953 年 暑 期 开

始，祝大年带领陶瓷科教授郑可、高庄、梅

建鹰，讲师郑乃衡、梁任生和四个本科生施

于人、齐国瑞、金宝陞、张守智，进修生高永

坚等一行 10 人驻进景德镇。郑可、高庄、

梅建鹰为当时中央美院的扛鼎名师、全国

美术界的翘楚。郑乃衡虽只是一名讲师，

却是工艺美术界重量级人物。他早年师从

景德镇名师詹广元学习传统制瓷艺术，专

攻雍正粉彩、康熙古彩和低温釉彩特技，可

谓陶瓷名家、业界通才，由他负责本次美术

设计的监造重任。梁任生专长陈设，有业

界导演之才，所以景德镇设立办公室以后

他成为秘书的理想人选。

高庄、祝大年一行到景德镇后，发挥美

术学院人才优势，组织开展瓷艺培训。由

市委宣传部出面，从全市各个工艺美术社

和重点瓷厂选调 30 多位在彩绘、成型、施

釉方面有影响的老艺人和王锡良、张松茂

等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艺人在天主教堂开设

培训班。一流产品必须有一流人才作保

障。

坯 釉 组 由 李 国 桢 牵 头 ，他 的 压 力 更

大。好的设计必须有好的釉色。他的首要

任务是恢复一些失传却极为珍贵的颜色釉

及制坯技术。聂怀德九级制坯技工全国业

内无人出其右；郑乃衡大名鼎鼎，技艺超

群。两位助理得力顺手，马首是瞻。组织

带领一帮技术骨干夜以继日，攻关试验，两

个多月时间先后成功恢复可与历史最高水

平媲美的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窑

红）、美人醉、霁红、天青等 7 种失传的颜色

釉，研制出心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

色釉。“卡脖子”问题得以解决。

数万件国宴用瓷标准确定后，所有手

拉坯园器、琢器和雕镶工艺全部分散于技

术优良的窑户完成。聂怀德、郑乃衡带领

十 余 名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逐 户 指 导 ，逐 项 监

造。几十个窑户人手拉坯尺寸保证不能有

丝毫差错。

国瓷办通过当地瓷业生产合作社、工

会、商会邀请瓷艺高深的“珠山八友”等一

代名家，选定由王步、吴龙发、聂杏生指导

釉下青花绘瓷工艺，由刘西岑、段茂发指导

釉上彩的古彩彩绘工艺，配合工艺家郑乃

衡监制彩绘工艺。

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新瓷都，瓷艺

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赵渊决定为每位

在世的“珠山八友”和知名陶瓷艺人定做一

件毛呢大衣，那行头比市委、市政府领导还

气派。制作国家用瓷，他们个个扬眉吐气、

意气风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艺人按设计绘

制样稿图纸，然后铅印发给彩绘艺人，按照

康乾时期瓷器手工业分工形成的釉下青花

勾线、釉上斗彩添色工序进行餐具彩绘。

绘制青花彩的配料需要一种叫“珠明

料”的彩料，市场上奇缺。政府动员以后，

不少窑户忍痛割爱，无私贡献。经过瓷艺

家精心调配，青花彩的工艺质量达到设计

要求。

当年，景德镇人把烧制国家用瓷看作

比自己身家性命还重要的国家大事、天下

大事，看成是关乎景德镇千年窑火、百代窑

业出彩兴盛的天赐良机。整个景德镇成了

一座烧制国家用瓷的火热战场，你争我赶、

争分夺秒，精雕细琢、无私奉献。试烧初

期，正值三伏酷暑，赵渊带队吃住在建国瓷

厂。第一窑试烧从装坯满窑到出窑查验，

李国桢、聂怀德、赖泮林等几人昼夜守在窑

房，严格把关、精心指导。赵渊眼睛熬得带

着血丝，嗓子有些嘶哑，手提茶壶不间断地

给窑前的同志倒茶递烟，还亲自安排夜餐和

防暑降温物品。看大家感动得有些不好意

思，他倒很风趣：“你们有技术，干你们的技

术活，我啥也不会，只能给各位服务……”

“建国瓷”烧制成功

第一批国宴瓷中西餐具烧成后，景德

镇政府立即派专车专人护送到北京，文化

部郑振铎局长随即指派艾志成、姜思忠、祝

大年把样品送请周恩来总理审查。周总理

看到釉下青花与釉上古彩的中餐具和釉下

手绘青花的西餐具非常满意，要求除景德

镇以外，湖南醴陵、江苏宜兴瓷区也要照样

制作，并且要求轻工业部、文化部着手筹备

组织这次烧制的精品瓷远赴苏联、保加利

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巡回展览，以提高

我国陶瓷在世界上的声望。

1953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在高歌猛

进的喜悦中迎来新中国第五个华诞之日。

这天的英文期刊《人民中国》向全世界宣

告：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恢复。文章报

道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

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

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

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 2000 多种新

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映出新

中国的勃勃生机。”

在 1954 年 1 月 的 一 次 外 事 接 待 活 动

中，周恩来总理看到新桥饭店国宴厅已用

上景德镇烧制的新餐具，见瓷及人，心中

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接见烧制新瓷的有功

人员。

几天后的春节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

来总理在前门外肉市胡同全聚德烤鸭店接

见并宴请了中央美院陶瓷科参加国家用瓷

设计与监制工作的祝大年、高庄、郑可、梅

建鹰、郑乃衡和学生施于人、齐国瑞、金宝

陞、张守智等人。

周总理乘兴接见了中央美术学院师

生，提出“希望为新中国陶瓷的发展办好陶

瓷艺术教育事业。”半年之后，中央美术学

院陶瓷艺术设计系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也是在半年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后

来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组建。次年的 5

月 8 日，景德镇陶学院（当时称陶瓷美术技

艺学校）正式成立。

国家用瓷烧制一炮打响，新中国陶瓷

产业发展、陶瓷艺术研究迎来灿烂的春天。

李国桢（前排右一）在景德镇与部分窑工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