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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小巧文静的朱开佩，底子
里很放得开。一年之中，她有两个
多月在制陶现场，至于到山里的古
窑厂和窑工一混就是40多天，也是
常事。

“制陶有 72 道工序，老练的窑
工在传统工艺的任一环节，提个
醒，一句到位的话，就能让我们这
些搞艺术的少走很多弯路。”朱开
佩的这番话，透着对传统和民间陶
工的敬重。

最近四五年来，朱开佩又投身
于青瓷创作和日用陶瓷设计。“以
前 不 太 敢 碰 青 瓷 ， 它 太 纯 粹 了 ，
又是中国的母亲瓷，承载了太多
传统的东西。”朱开佩说。作为新
宁波人，第二故乡正是青瓷的发
源地。

起初，朱开佩更多的是把青瓷

创作当成了解、研究地域传统文化
的 途 径 。 事 实 上 ， 她 也 担 负 着
《“一带一路”背景下宁波越窑青
瓷文化转型》 的课题研究。但最
终，她意识到青瓷所透出的纯净的
美，是足可以养心的，也符合她追
求纯粹的天性。

“如玉般温润，是陶瓷作品的
最高境界。”朱开佩说。因此，在青
瓷创作中，《青溪云间》《玉栖》《闲
趣》等系列作品，呈现出“天青云淡、
温润如玉”的新古典之美。

去年，朱开佩把她的艺术展命

名为“泉石云物”。这四个字其实
出自北宋书画大家米芾之口，他在

《西园雅集图记》 中提到同时代的
书画家李公麟：“著色泉石云物，
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
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
一点尘埃之气。”

朱开佩的陶艺创作，也如同她
的人生一样，是追求纯粹的过程。
她曾说：“泥，经过火的洗礼才能
成瓷。人生需要历练，才能像‘凤
凰涅槃’那样重生，达到纯粹。”

（照片由受访者供图）

21 世纪初，在北京成功申
办奥运会之际，龙舟和武术等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项 目 均 有 机 会
进 入 奥 运 会 大 家 庭 ， 遗 憾 的
是 当 时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没 有 成
功。

刘爱杰介绍，龙舟运动能
否进入奥运会目前有两个关键
点：一是奥运会项目面临“瘦
身”的考验；二是国际奥委会
提倡文化的多元化，但目前中
华民族的体育文化在国际奥林
匹克运动中没有体现，这是一
个缺憾。此外，国际奥委会还
规定：进入奥运会的项目必须
先经过世界运动会和青年奥运
会的检验。

据介绍，国际皮划艇联合
会 （ICF） 成立于 1924 年，是
国际奥委会最古老的单项协会
之一，下设包括龙舟在内的 13
个分项。刘爱杰透露，“目前国

际奥委会已同意 2024 年巴黎奥
运会在皮划艇的 16 个奥运会项
目基础上再增加 2 个项目，这
样龙舟运动就很有希望进入奥
运会大家庭。”

龙舟世界杯是国际划联旗
下的顶级龙舟赛事。通过举办
世界性的比赛，将进一步扩大
宁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加快推进宁波城市国际化建设
的步伐。龙舟作为中华传统体
育运动项目，具有典型的中华
文化元素。通过举办世界级龙
舟比赛，有利于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音。

3 月 23 日 ， 西 班 牙 、 法
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
国、加拿大、阿联酋以及中国
的赛事运作代表，在东钱湖畔
共同见证了“世界龙舟联赛”
和“龙舟世界杯”签约仪式，

聆听了“宁波宣言”，并成立了
世界龙舟联赛联盟。联盟的目
标是创立一项由国际划联指导
的 全 新 赛 事 —— 世 界 龙 舟 联
赛。来自五湖四海的龙舟运动
推动者会聚宁波，以“开放发
展 ， 合 作 共 赢 ” 的 态 度 ， 以

“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共同
发起世界龙舟联赛，用龙舟文
化联结世界。

来自西班牙的米盖尔先生
对这项全新的赛事表示高度认
可：“世界龙舟联赛必将推动龙
舟运动的长足发展，并在可期
的未来，帮助龙舟运动进入奥
运大家庭。”宁波作为发起城市
之一，也将承办 2020 年至 2022
年的世界龙舟联赛。

“根在中国”的龙舟运动在
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
是宁波能够成为国际皮划艇联合
会全球推广龙舟城市的原因。中
国皮划艇协会龙舟委员会主任杨
卫红表示：“回归故乡就是这项
顶 级 赛 事 落 户 宁 波 的 ‘ 主 旋
律’。”

龙舟入“奥”大有盼头

龙舟入“奥”
前景可期

——首届龙舟世界杯落户宁波的幕后

近日，世界龙舟联赛联盟工作会议在宁波举行，“龙舟运动何时进入奥运会大家庭”的话题

再度成为热点。国际划联首届龙舟世界杯和世界龙舟联赛为何落户宁波，也成为业内人士关注

的焦点之一。为此，笔者走访了有关专家，了解到首届龙舟世界杯落户宁波的幕后故事。

3 月 22 日，中国皮划艇/赛
艇协会主席刘爱杰在会议间隙
谈道：“船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
富，而追溯世界船文化的起源
可以发现，余姚河姆渡出土的
雕花木桨表明在 7000 多年前宁
波的先民已经有了划船运动，这
可以看作是现代龙舟运动的最
早起源。因此在宁波举行世界龙
舟联赛联盟工作会议，研讨龙舟
世界杯和世界龙舟联赛的举办
事宜，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对此，85 岁的考古专家林
士民表示认同。林士民是宁波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也是
宁波多个重大考古发掘项目的

亲历者。他说，国内关于古代
龙舟的实物非常少，1977 年出
土于余姚河姆渡的雕花木桨距
今约 7000 年，是迄今已发现的
最早的船桨。桨身和桨叶用一
块木料制成，桨柄和桨叶的连
接处刻有花纹。

据了解，河姆渡遗址共出
土 6 支木桨，均用整块硬木加
工而成。木桨柄部粗细适中，
可容手握。多数加工成圆形，
也有少数方形。桨叶多呈扁平的
柳叶状，且自上而下逐渐减薄，
制作比较精细，外形和现在江南
水乡农村小船上用的木桨相似。
它们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
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桨。

此外，1976 年在鄞县云龙
镇石秃山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
钺上，则有越人乘舟竞渡的直
观图像。“经过深入研究，羽人
竞渡就是现在所说的划龙舟。”
林士民说，羽人竞渡纹铜钺的
年代应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
比屈原所处的战国晚期要早，
这表明“在屈原时期之前，古
人已经有龙舟竞渡的活动了”。

查阅文献可知，龙舟竞渡
的习俗早在屈原时期之前已经
存在。《事物原始》 引 《越地
传》 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
践，今龙舟是也。”

今年 90 岁的中国船史研究
会名誉会长席龙飞教授一辈子
从 事 舟 船 文 化 研 究 ， 在 他 看
来，“河姆渡文化非常了不起，
雕花木桨的发现，说明河姆渡
是中国舟船文化之源。”

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时期

龙舟竞渡不仅传承了中国
传统文化，还体现着团结拼搏、
积极进取的体育精神和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
委员会 1984 年 5 月 16 日决定将
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当年 10 月，在广东佛山举行了
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1985
年6月6日，中国龙舟协会在湖
北 省 宜 昌 市 成 立 。 1985 年 7
月，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在葛
洲坝三江航道举行。

羽人竞渡纹铜钺已成为出
土 地 ——“ 中 国 龙 舟 文 化 之
乡”云龙镇龙舟竞渡最具代表
性的实物例证。据史料记载，
在 1000 多年前的宋朝，宁波地
区就已盛行龙舟竞渡。民国时
期，云龙庙会的龙舟竞渡影响
非常大。云龙镇“龙舟竞渡”
已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有影响
力的民间文化活动。2001 年北
京申奥时，国家体育总局将羽
人竞渡纹铜钺作为中国悠久的

体育竞技实物史料进行申报。
据鄞州区文管办原负责人谢国
旗介绍，2012 年 4 月，云龙镇

“龙舟竞渡”被列入浙江省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13 年 6
月，云龙镇被命名为浙江省民
间文艺传承基地 （龙舟竞渡）
和宁波市优秀民间文艺传承基
地（龙舟竞渡）。2014 年 6 月，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云龙镇

“中国龙舟文化之乡”的牌匾。
目前，龙舟运动已成为群

众 性 体 育 民 俗 活 动 的 重 要 载
体，尤其是每年端午节、中秋
节之际，全国各地观看龙舟赛
的观众日益增多。值得一提的
是，在宁波地区流传已久的龙
舟运动，近年来已走向海外。

2006 年 4 月，法国鲁昂市
分管体育的副市长贝斯托访问
宁波时，考察了东钱湖举办龙
舟赛的情况，准备第二年在流
经鲁昂市的塞纳河上举行龙舟
比赛。2007 年 9 月，在鲁昂市

的首届国际龙舟节上，宁波东
钱湖龙舟队一举囊括了 250 米
和 500 米直道竞速赛的两个冠
军。2008 年 11 月，法国龙舟运
动促进会主席贝斯托再次来到
宁波，观摩东钱湖第 11 届国际
龙舟邀请赛。他表示：“鲁昂市
去年举行的首届国际龙舟节，
正是在考察宁波的东钱湖龙舟
赛之后筹备的。这也是在法国
塞纳河上第一次按照国际标准
举办龙舟赛这样富有文化特色
的体育比赛。”东钱湖陶公山龙
舟竞渡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宋孝
宗年间，有上千年历史的东钱
湖龙舟赛在法国塞纳河上“移
植”成功，享誉海内外。

近年来，龙舟运动与龙舟
文化已逐渐从亚洲各国推广至
欧美地区，在世界范围内已有
5000 多万名龙舟爱好者。在英
国，本地在册的龙舟队已有 20
多支，夏季各个城市之间会举
办 龙 舟 比 赛 。 在 德 国 、 意 大
利、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也有
相当多的龙舟公益赛事，甚至
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也有 30 多
支龙舟队。

龙舟运动已走向海外

林 海 文/摄

观看“泉石云物——朱开佩陶瓷艺术展”是在去年年末一个寒冷的
上午。因为下雨，紫林坊艺术馆的展厅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在与朱
开佩的陶艺作品静静地“对话”之后，我还是心头一热。

朱开佩，中国当代女性陶艺家，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专业教师。她大学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现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美
院工陶系研究生毕业。20多年坚持陶艺创作，多次参加国内外陶艺大赛
并获大奖。如此经历，让她的陶艺作品充溢着浓浓的学院派味道，但我
也分明嗅到其中或纯粹清新、或绚烂奔放的气息。

直到3月8日，我才有机会与朱开佩本人有了一次对话，对她的陶艺
创作经历和艺术观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或许朱开佩是个低调的人，或
许是我孤陋寡闻，观展之前，我甚
至不知道宁波还有这么一位行内赫
赫有名的年轻女陶艺家。

其实，朱开佩出道很早。1996
年，她进入大学时，正是中国现代
陶艺的肇始期。“那个时代，受到当
代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陶艺界更
多地向西方和日本的陶艺学习。景
德镇是世界的瓷都，作为学院派的
艺术陶瓷创作，也是领风气之先，
那就是敢于突破程式化束缚，通过
陶瓷材质和工艺来表现更为真实的
自我体验。”朱开佩说。

在学校，朱开佩属于“学霸”
级人物。入学时，她以专业课全国
第五的身份进入“陶院”。1999年 9
月，韩国利川市和中国景德镇市结
为友好城市，快毕业的大四学生朱
开佩成为学院第一支访韩师生代表
团的团长。她的作品 《百花》 参加
了在利川举行的第九届国际陶艺邀

请展并被韩国智禅陶艺博物馆收
藏。大学一毕业，她的 《情感系列
之一》 和 《黑与白》 等作品就进入
了上海国际陶瓷博物馆和景德镇国
际陶瓷博物馆的收藏视野，其专业
水准得到了国内陶艺界的认可。如
今的朱开佩，已是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而这
在全国只有十多人。

20 多年来，在陶艺上的精进钻
研，让朱开佩对陶瓷艺术有了深刻
的理解：“陶艺是火与土的艺术，它
借助陶土、釉料等材质，来探索和
表现艺术家对美的理解和体验。”

对朱开佩而言，她所追求的
是，既要吸收传统陶艺的精华，又
不受传统束缚全力创新。“追慕古人
得真趣，别出新意成一家”，既能吸
取传统工艺技法，又能反映现代造
型观念，这正是其作品造型别致、
格调清新的原因。

朱开佩说，陶瓷材料本身就有
一种美，陶艺与绘画的语言其实是
相通的。创作首先应有感而发，而
过程是一种整体的动态把握，它是
富有变化的。“像龙泉窑青瓷中的梅
子青，就有翠青、粉青、中青、老
青等区分，陶艺创作靠的是天时地
利人和，有时，是在不可控的状态
下寻求一种控制，艺术家的功力就
在于细微把握之间。”

朱
开
佩
：
以
火
与
土
释
放
纯
粹

朱开佩从小生活在航空部队大
院里，曾跟着父亲学书法，而绘画
学习更让她了解了西方文化。她幼
年时玩耍最多的地方是父亲工作地
的机场草坪，每次父亲的飞机进行
飞行训练，就是她“撒野”的时
候。上山下河，爬树抓知了，这些
事一并做过。她说，那时躺在草坪
上看飞机起飞降落，蓝天就像一个
锅盖。看着跳伞运动员的方伞、圆
伞飘飘悠悠地从天而降，好不自
在。这些童年经历成了她很多艺术
作品的灵感来源。

2008年，是朱开佩取得艺术成
就的高峰期。那一年，《窗花》《大
地之声》 两件现代陶艺作品获得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国际陶艺
学会最高荣誉奖。而后者正是从大
自然中汲取的灵感。

“那天，我正在高教园区绿地
散步。春天雨后，地上一簇簇不知
名的小蘑菇随处可见，而春天不就
是满山遍野的植物疯长？”于是，
朱开佩运用传统的拉坯手法，拉出
一个个犹如木耳的小坯，加之以泥
板成型，使作品实现了点线面的有
机构成。

也许，朱开佩创作的最初本意
是表现山间的小清新，但在观者的
解读中，这个作品如同一只只朝天
的小喇叭，又似在探听人间春消息

的小耳朵——于无声处听 《大地之
声》。

2009年起，浸润在现代陶艺中
的朱开佩，重新把眼光投向了传
统，那就是瓷都景德镇的传统之根
——“青花釉里红”。

大多数人熟知的是蓝色青花，
其实釉里红同样是我国传统釉下彩
装饰之一。它用铜做着色剂的色
料，经过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釉
里透出娇妍而沉着的红色纹样。而
当“青花”遇上了“釉里红”，俗
称“青花加紫”，成了最珍贵的瓷
器品种之一。

“创作青花釉里红需要对陶土
的理解，高温能让陶瓷成品纯粹无
毒，同时能让釉料发色而显得绚
烂。”朱开佩说。

不过，朱开佩的“青花釉里
红”作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复
古，在看似回归传统的“逆流而
上 ” 之 时 ， 她 仍 然 以 “ 创 新 作
舟”。这些年，朱开佩在青花高温
釉等创作领域的探索，更多的如中
国陶瓷大师宁纲所说：“立足于中
国民间传统青花的基石，结合西方
现代构成形式，经消化融汇，酣畅
淋漓的运笔，纯粹的点线面形式语
言……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构成有
意味的形式，(它)正是作者思想情
感的通透写照。”

比如，传统的青花作品，执于
物象的描摹。而朱开佩更善于自由
挥 洒 ， 以 “ 意 象 诗 化 ”“ 观 物 取
象”等创作方式，不拘于物，游于
象外，直抒性情。朱开佩的代表作
品 《山水间》《荷塘月色》《碎瓷片
片情》 等，给人“似是而非”的感
觉。其纹样，有时见山又不是山，
见水又不是水；其器物，可以是一

个传统帽筒之形，但更像是单纯的
艺术陈列品；它的完成感，既遵循
传统民间青花的笔意，又透出当代
艺术视觉性的追求。

在大学里教授设计课程的朱开
佩说：“作为陶瓷艺术品，其意不
能过于白。设计是一对一的实用主
义，而艺术不是一花一草，需要提
炼，意境给人的空间更大，也更具
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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