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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张伟投资的蒲城古陶
文化产业园项目开工，该项目是我省

“三个一批”重点项目，目前部分机器已
经进场，预计9月份建成投用。

该项目位于卫东区东环路街道魏寨
村，紧临平煤大道。项目预计总投资5亿
元，总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计划改造
出8个生产车间，投入6条智能化生产
线。项目建成后，日产单品量可达1万
件，年产值3亿元以上。

发展是最好的传承。张伟说：“我
们不但要把历史上的东西还原出来，还
要在新的时期有新的作为，实现新的发
展。”

“之所以选择在卫东区建设产业
园，一是因为卫东区古陶文化符号显
著，二是矿产资源丰富，再加上我市正
在大力发展北部山区，文旅文创前景光

明。”张伟说。
在张伟看来，为了把蒲城古陶真正

做成一个产业，除了政府的引导和政策
支持外，企业也需要时刻创新，用科技
思维创新研发新型陶瓷材料，改变现有
的陶瓷烧制技艺，提升陶瓷烧制的艺术
创造性和使用性；要用工业加工思维赋
能古陶生产，如3D打印造型艺术的运
用等，提升陶瓷造型的加工精度等，让
古陶的市场应用前景更加广阔、更加贴
近生活。“如果概况成一句话，那就是让
艺术产品回归生活，让生活用品充满艺
术。”张伟说。

张伟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那就
是把我省的名陶瓷一一复原。

“知道这是什么瓷器吗？”张伟拿出
一个造型精美的茶盏。

“这是我刚刚复原的柴瓷。”张伟笑
着说。

柴瓷因五代十国后周皇帝周世宗
柴荣而得名，同样以他名字命名的柴窑
专门为朝廷烧制御用瓷，其产品具有青
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
但因烧制时间短，产品数量有限，存世
品极少。

柴瓷有很高的赞誉度，复原难度同
样高。“为了这个‘青’字，我们反复实验
了几百次，最终才得到这个最满意的颜
色。”张伟说。

在艺术的道路上，张伟孜孜以求，
为此他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色系和西
方色系。“中原是中华
文明的发源地，我就想
着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做一点贡献，这
也是我坚持做蒲城古
陶的动力。”张伟深情
地说。

传承发展

5000年蒲城古陶绽新颜
□本报记者 朱江淼 实习生 李卓/文 王尧/图

8月12日，在初秋阳光的照射下，蒲城店遗址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蒲城店遗址位于卫东区蒲城街道，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63年6月，河南

省人民政府公布蒲城店遗址为全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 5月，蒲城店遗址
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现场还保持着原生态，地上绿草茵茵，两边的田地里，秋作物摇曳生姿。

2004年，许平南高速公路平
顶山段引线开始修建，在国家文
物局的批准下，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与市文物部门联合对蒲城
店遗址引线经过的部分进行了发
掘。发掘的成果令人振奋，显示
该遗址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龙山
文化、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两
周、春秋、战国、汉、宋、明各个时
期连续使用的大型遗址，以新石
器时代龙山文化和夏代二里头文
化早期遗址为主，又有两周、汉、
宋、明各个时期的遗存，发现有房
基、壕沟、灰坑、墓葬、水井、灶等
遗迹。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龙山
文化和夏代二里头文化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

在蒲城店遗址考古发掘中，

各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和遗物众
多，其中在龙山古城池里发掘的
距今约5000年、属于原始社会时期
的一座双火膛石孔陶窑保存完好，
当时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对研究远
古时期陶器烧造工艺价值巨大。

这座珍贵的陶窑如今保存在
平顶山博物馆里。陶窑高约1米，
长两米多，顶部接近圆形，上面有
10个碗口大小的箅孔，能迅速提
升窑温，同时，可使窑室里的陶器
坯体在烧制时均匀受热，为烧制
更精美的陶器提供了可能。

“这是国内发现最早、最完整
的陶窑，说明当时人们烧制陶器的
技术已经比较先进了。”河南莆城
古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伟说。

遗址现世

张伟与蒲城古陶的缘分始于
2015年。

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的张伟
格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早在
2004 年，他就开始复原鲁山花
瓷，2009年复原成功，2011年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召开的专家鉴定会
上通过鉴定，“达到或超越唐代花
釉瓷（鲁山花瓷）的技术水平”。

近年来，卫东区依托辖区资
源禀赋，全力发展文旅文创产业，
复原具有显著龙山文化符号的蒲
城古陶成为重中之重，这和张伟
的设想不谋而合。

为复原蒲城古陶，张伟组建
了以国家级、省级陶艺大师为核
心的研发团队，多次前往遗址实
地考察，将收集到的古陶器、陶
片、胎料、窑具等进行测量化验，
通过化学分析逆推反应过程，最
终于2019年率先恢复失传千年的
蒲城古陶制作技术，成功复原蒲
城古陶。

“2019年后，蒲城古陶的复原
又经历了 4次变革，才形成目前
我们看到的产品。”张伟说，在变
革的过程中，他和研发团队承受
了巨大的压力，中间也曾有过动
摇，所幸坚持了下来。

在用历史的温度（800℃）和

造型烧制时，成功率很高，当用现
代的温度（1200℃）烧制时，原来
的配方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成品
率极低。“当时摆在面前有两条
路，一个是用外地的原材料，这个
问题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
一个就是坚守本地属性，让蒲城
古陶真正的名副其实。”张伟说，
经过长久思考，他和研发团队选
择了坚守，并花费大量时间去寻
找原材料，通过反复实验和比对，
终于得到了科学的配方。

“大美当随时代。第四次变
革时，我们在保持原创设计的同
时，创新加工理念、装饰理念，融
入现代工艺，让产品更加贴近生
活和现代审美。”张伟说。

张伟的坚守得到了回报。
2022 年，蒲城古陶推向市场后，
销量远远高于其他产品。

2023年，蒲城古陶作为文化
产品与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进行交流，为产品走出国门、提
升知名度打下了良好基础。今
年3月 21日，塔吉克斯坦驻华大
使馆在北京庆祝本国的传统节
日——纳乌鲁兹节，张伟应邀出
席，并携带蒲城古陶作为文化交
流产品，分享、交流我市的陶瓷
文化。

工艺还原

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蒲城古陶提梁壶

张伟研究古陶艺术品 张伟按传统工艺烧制的陶器

△△张伟用传统技法制作泥坯张伟用传统技法制作泥坯

张伟向记者介绍古陶知识

复原的古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