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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烧加柴烧，窑变丰富多彩，常见的紫中带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五彩渗化等都是
在不同温度下产生的窑变，柴烧窑变变幻无穷、独一无二。”3月26日下午，在位于郏县安
良镇塔林坡村的平顶山市神前传奇唐钧瓷有限公司，看着红通通的炉膛，该公司总经理、
神前唐钧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俊锋兴奋地说。

几十年来，李俊锋经历了从学徒、经销商到生产商、工艺美术大师的转变。如今，他
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配制出更具现代风格的唐钧新釉种，先后研发恢复唐钧油
滴釉、唐钧酱红釉、木叶烧制技艺及唐钧玳瑁等单色釉产品，受到陶瓷爱好者欢迎。

1 卖瓷器 走四方

2 建钧窑 造珍品

3 制唐钧 铸辉煌

郏县境内不仅有丰富的陶土资源，
还有悠久的钧瓷文化资源。从郏县黄道
唐钧窑遗址、谒主沟钧窑遗址等遗址发
现的大量古陶器残片判断，远在5000年
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从事陶器
生产，至唐宋技艺完善，形成钧瓷制品，
并且掌握了窑变技艺。到了金代，钧瓷
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元代衰微，明代绝
废。

“新中国成立后，宋钧得以恢复和发
展，而唐钧只是存于博物馆和专家学者
的论著中。恢复和发展唐钧，是钧瓷历
史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唐钧
烧制研发已经异军突起。”说起唐钧的历
史和现今的发展，李俊锋如数家珍。

李国祯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批
杰出的陶瓷工作者，生于安良镇曹沟村，
曾为恢复五大名窑作出过突出贡献。他
生前曾经明确指出，在陶瓷界，人们都知
道宋钧，而不知道唐钧，然而宋钧是由唐
钧发展来的，唐钧是窑变艺术的源头，为
北宋的钧瓷盛世提供了动力。

在研制唐钧的过程中，李俊锋曾拜
师国家级钧瓷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杨志学习拉坯成型和烧制要点；
跟着李国祯之子、当代陶瓷界泰斗级人
物李秉嘉学习，成功复原了木叶纹茶碗
工艺。

为了让郏县唐钧的历史得以传承，
李俊锋斥资百万元，建设郏县唐钧瓷历
史博物馆，2019年4月免费开放，四方游
客在这里可以尽览中国陶瓷从唐钧到宋
钧的发展历程，还可以亲身体验陶瓷生
产从练泥、拉坯、印坯、利坯到晒坯、刻花
等工艺流程。

如今，神前传奇唐钧不但被评为“平
顶山老字号”，其产品名声也越来越响，
成为平顶山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河南省
科技特派员工作室、平顶山学院陶瓷学
院实验基地。

“唐钧是根，宋钧是果。”谈及未来，
李俊锋说，一定要把神前传奇唐钧的“传
奇”书写得更加辉煌。

窑火幻化 釉彩溢韵神前
唐钧

1975年，李俊锋出生于郏县
安良镇塔林坡村，家乡与钧瓷之
都禹州市神垕镇仅一河之隔。
钧瓷是我国五大名瓷之一，而唐
代钧瓷（简称唐钧）被称为“钧窑
之源，钧瓷之根”。李俊锋自幼
受钧瓷文化的熏陶，由于父亲烧
制耐火材料（匣钵，瓷器烧制时
的必需材料），他经常去陶瓷企
业，小小年纪就熟悉了拉坯、修
坯、装窑、烧制等制瓷环节。

由于兄弟姐妹多，1988年初
中毕业后，为减轻父母的压力，李
俊锋从郏县、洛阳批发钧瓷、唐三
彩产品南下广州销售。

“背着木箱，从神垕坐汽车到
许昌火车站，再经过32个小时的
旅程才能到达广州火车站，一张
火车票 15.3 元，再坐一角五分钱
的公交车就到交易市场了，基本
上二三十件货两天就能卖完。广
州那时候已很富裕，咱们河南的
瓷器非常畅销，去一趟来回六七
天，少则能挣三四百元，多则六七
百元。那是相当牛啊。”谈及往
事，热情健谈的李俊锋笑得合不
拢嘴。

寒来暑往，经过几年艰辛付
出，到1990年底李俊锋小赚了一
把。从1996年开始，他又“转战”
广西、安徽，只要听说哪里瓷器好
卖，他就想方设法前往。“现在中
国大陆除了青海、西藏、贵州，其
他地方我都去卖过瓷器。”李俊锋
说，经过几十年商海打拼，他与钧
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入窑一色，出炉万彩。”钧瓷
神奇的窑变艺术，深深地吸引着
李俊锋。朱砂红、鸡血红、胭脂
红、丁香紫、茄皮紫、葱翠青等，紫
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五
彩渗化，相映生辉，悦目惊人……
能够烧造出属于自己的钧瓷珍品
是他多年的夙愿。

为了实现自己的钧瓷梦，
2001年，他立足家乡建起了属于
自己的窑炉，专心钻研钧瓷烧制
技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2008年3月，李
俊锋在郏县神前陶瓷产业园投资600多
万元建造了传奇钧窑，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郏县甚至平顶山市第一家钧瓷生产企
业。

烧唐钧，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为了
烧制出传世经典，李俊锋不厌其烦地请
教专家，不断调整配方。无数次的试验，
无数次的失败，每次开窑，李俊锋都满怀
希望却又提心吊胆。多少个日日夜夜，
李俊锋都是陪着窑炉的熊熊烈火度过。
虽说累得精疲力尽，但看到心仪的产品
出炉，他又立即振作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8年，李俊锋
成功地烧制出一件他梦寐以求的珍品。
这件名为《清明上河图》的如意瓶上，呈
现出亦真亦幻的河流、山石、鲤鱼、树木、
小船、渔夫等，许多人出百万元高价求
购，都被他婉言谢绝。

为了汲取唐钧烧制技艺精髓，他先

后到汝州、宝丰、景德镇等地参观学习，
通过潜心探索，系统掌握了从选料到成
型，从配釉到烧成的一整套钧瓷烧制技
艺。一路摸爬滚打、跌跌撞撞，李俊锋不
但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厚的艺术
素养，同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创作风
格。在全面恢复“宋钧”传统工艺基础
上，兼蓄“唐钧”的神韵。在他的不懈努
力下，一次次千变万化的釉彩窑变，带来
的是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美丽图案和一件
件钧瓷珍品。

2014年9月，李俊锋的作品获得第二
届河南民间艺术展二等奖、收藏奖；2015
年 9月，神前唐钧烧制技艺被河南省政
府公布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
年9月，李俊锋被省文化厅授予“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同
年被授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目前，他已申报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
新型专利6项、外观设计专利近2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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