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穿过幽暗，“阳光
总在风雨后”

越窑青瓷是中国的母亲瓷，南
北朝时越窑的中心移至慈溪上林
湖，到唐朝发展成为“贡窑”，专
供宫廷及出口，而诞生于晚唐时期
的“秘色瓷”，则代表了上林湖越
窑青瓷的最高成就。到北宋中晚
期，上林湖瓷业趋向衰落，南宋时
停烧。

2001 年开始，窑火在上林湖畔
重燃。以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为支
撑，慈溪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努力
保护和传承本地优秀文化遗产，沉
睡已久的越窑青瓷重新焕发出青春
的光彩。施珍是追寻越窑青瓷“秘
色重光”队伍中的一员。

施于人曾教导施珍，瓷器不只
是一种形状、一件器皿，它一开始
是一种磨炼，然后是对自己的审
视，最后是对自我的展现。面对

“ 先 走 市 场 还 是 先 要 艺 术 ” 的 两
难，施珍选择了沉下身心，打磨技
艺，用“美”回报时光和岁月。

从 采 土 、 淘 洗 、 成 形 ， 到 修
坯、补水、素烧、描绘、上釉，最
后进窑烧制，经历多次失败、重
来，再失败再重来，她以一颗坚毅

的匠心，在上林湖畔成就一件件
“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精品。

第 一 件 让 施 珍 满 意 的 作 品 是
《上林随想》。作品采用越窑青瓷传
统的代表器形，加以青花艺术，清
雅、匀净、细腻。“这是时间给予
我的最好礼物。我大学时期学习陶
瓷彩绘，《上林随想》 的特别之处
在于，在越窑青瓷的基础上，加入
了现代简约的青花设计，是对学生
时期原创美术的表达。这件作品，
标志着自己回到家乡，回到了越窑
青瓷母亲的怀抱。”2011 年，《上林
随想》 被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接着，《缠枝玲珑双耳瓶》 获
浙江省民间文艺最高奖——“映山
红 奖 ”；《牡 丹 玉 壶 春 瓶》 入 选
2016 年 G20 杭 州 峰 会 国 家 元 首 机
场贵宾厅展示；《五瓣葵口浅凹底
秘色瓷盘》 斩获浙江省青瓷展秘色
瓷金奖⋯⋯施珍综合运用装饰、浮
雕雕刻手法，韩国填釉工艺，景德
镇传统彩绘等多种技法，在造型多
样性、釉色多元化、烧制技术节能
改良等方面不断创新，获得国家
级、省级博览会特等奖 2 项、金奖
6 项、银奖 4 项。

2018 年，施珍根据上林湖唐代
后司岙出土的越窑青瓷“秘色瓷”碎
片上的吉祥鸟纹样，带领团队创作
研发了“吉祥鸟”系列作品，其中《吉

祥鸟双耳瓶》《吉祥鸟莲纹盖罐》获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外观设计专
利证书。

作为一名从美术院校走出来的
艺术家，用美术创作理念结合材料
来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是必然的。

2018 年前，施珍扎根于传统越
窑青瓷单色釉的表达，之后，她的创
作方向转变为多彩的秘色釉，《阳光
总在风雨后》即是经过 2 年多的研
发和烧制后的成功作品之一。

《阳光总在风雨后》 采用典型
的观音瓶造型，高 33.4 厘米，青釉
和高温颜色釉的点彩结合，碰撞出
别具一格的韵味。配合阳刻的线
条，它们像水流，融入其间。蓝
色、橙色、褐色，交相辉映。

施珍认为，这件作品的成功之
处在于装饰上的突破。“高温颜色
釉产生的窑变，晶莹、含蓄，出现
了层层过度和铺垫的色彩，从造
型、刻画、点彩的分布加上烧窑的
完整性，是融合度非常高的一件作
品，达到了我赋予它的艺术美感的
臆想，甚至超过了我的期待。”在
她眼中，“每一件窑变作品所呈现
的火的艺术和张力，都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

这是一件向唐朝致敬的越窑青
瓷，可以和古人对话，也可以和现
代人共情。“取名 《阳光总在风雨
后》，是对年初那段灰暗、压抑又
沉 重 日 子 的 感 知 ， 随 着 5 月 的 到
来，终于迎来了更多的阳光。虽然
挑战依然存在，但这件作品会让你
感悟人生有起有落，相信阳光总在
风雨后。”

■ 传承创新，打造
多彩的世界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如何在
作品中展现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是
施珍的不懈追求。她独创的新生代
锦施蓝系列，传承三爷爷施于人的
艺术灵感，将陶瓷的粉彩、古彩、
青花等绘画技艺，与现代几何图案
结合，融入日韩陶艺风格，形成了
特有的艺术魅力。醉心于创作之余，
施珍还埋首学术，研究归纳出越窑
青瓷的“三美”特征：材质釉色美、器

形装饰美、工艺美术美。她将越窑青
瓷和传统青花元素相结合，大胆创
新，推出“当代越窑青花瓷”研究课
题，被列入宁波市第二批重点传统
工艺美术保护发展项目，得到国内
多位专家的关注和肯定。

施珍认为，传承不是千篇一律
的重复。要传承千年的越窑青瓷，
烧制秘色瓷，仅仅停留在对原有器
型、美术、烧制等方面的继承是不
够的。“越窑青瓷典雅古朴，要在
单色釉的基础上创作出让现代人喜
爱并能一眼爱上的青瓷作品，是我
奋斗和努力的方向。现在我们所面
对的世界是多彩的，应该有一个相
呼应的越窑青瓷世界，来表达我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在窑门
关上的一瞬间，一切从零开始。今
年 复 工 复 产 后 ， 施 珍 烧 制 了 8 窑

“多 彩 的 世 界 ”， 只 有 3 窑 达 到 要
求，“3 个窑炉相对能表达我拥抱多
彩世界和多彩人生的理念，《阳光
总在风雨后》 便是系列作品之一。”

每一件“多彩的世界”，是高
温颜色釉产生窑变的结果，颜色的
自然交融、流淌或肌理分布，使它
们独一无二。这些多彩的秘色瓷得
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在网络上引起
不俗反响。

施珍创作的荷叶盘，别出新意

地采用了紫色的荷叶，得到“很可
爱”的评价。另一件宝塔瓶作品，被
网友命名为“香芋冰激凌”。“我一看
很像啊，上面紫色的是香芋，下面是
冰激凌的形状。我是作为一个宝塔
瓶多彩的创意，他们年轻人把它形
容成香芋冰激凌，说放在房间里面
很喜欢，每天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大
冰激凌，这就是现代创新的理念。”

施珍由此感慨道，作为一名艺
术工作者，要多和网民交流，多听
取年轻人的建议而不仅仅耽于自己
的空想中。“ 《多彩的世界》 这个
系列的作品，对人的情感有一种牵
引力，它能够引领你走进我的多彩
世界，也让我走进大家心中各自多
彩的世界。”这是她对越窑青瓷创
新、开拓的设想，也是对未来事业
的规划。

在施珍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一
股清新而有力的创新，看到越窑青
瓷在当代艺术家手里获得传承和新
生。“技艺上有了扎实的基础，才
能进而走产业化道路，艺术和产业
两条腿稳步前行，让青瓷走进寻常
百姓家。”

施 珍 艺 术 馆 的 日 常 器 物 展 厅
里，造型别致的杯子、茶壶、花插、香
炉等器皿让越窑青瓷的生活实用性
展现无遗，她也经常在艺术馆里接
待前来参观的学生。“非遗传承还是
要从娃娃抓起。孩子们对越窑青瓷
非常感兴趣，他们创作的陶艺作品
天真烂漫。这是另一个学习空间，每
个人能学到课堂里不一样的东西。”

她说，人类的生长是一代接一
代，“我们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要
让青少年知道家乡的传统文化是多
么灿烂、伟大。在一批批青少年参观
者中，如果有几个人以后从事越窑
青瓷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起到的最
大作用。”

越窑青瓷施珍艺术馆·《阳光总在风雨后》

施珍：传承不是千篇一律的重复
“受疫情影响，我的工作

室今年 5 月才回到正常轨道。
新烧制的这件作品结合青釉和
高温颜色釉的点彩，窑变后产
生独一无二的效果，仿若唤醒
了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在慈
溪上林湖畔的越窑青瓷施珍艺
术馆，馆长、浙江省工艺美术
大师施珍推荐了这件被她命名
为《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越窑
青瓷观音瓶。

结缘陶瓷艺术，施珍的领
路人是三爷爷施于人。老先生
是中国著名现代陶艺教育理论
家，也是景德镇陶瓷学院创始
人之一。高中和大学时期，施
珍都在景德镇求学。此后，施
珍留学韩国首尔产业大学陶艺
科，是我国第一个陶瓷美术领
域交换生。

赴台湾做文化交流 4 年，
放弃稳定的学院工作，在上林
湖畔开始烧窑制瓷，拜师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龙泉青瓷烧制
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朝
兴，直到 2009 年，施珍在慈
溪成立了上越陶艺研究所，全
身心投入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在她身上，有“学院派”
的扎实功底，有匠人匠心的执
着追求。在泥与火的碰撞中，
施珍践行越窑青瓷的传承和创
新，寻求越窑青瓷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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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 5 点钟醒来后，第
一件事情是刷孔夫子二手书网。我
收藏的很多珍本 《共产党宣言》，
就是从这里淘来的。”说话间，肖
成华搬出 10 多只纸箱子，一一打
开。横跨三个世纪、500 多本不同
版 本 、 不 同 语 言 的 《共 产 党 宣
言》，映照出这位共产党员的红色
初心。

肖成华今年 56 岁，是浦发银
行宁波分行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他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改
革开放共成长，见证了国家的沧桑
巨变。“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
的受益者，所以我们对国家、对中
国共产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肖
成华谈及收藏 《共产党宣言》 的初
衷时动情地说。

肖成华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的
父亲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解放军南下干部，参与了解放宁
波、宁海的战斗。“我从小听父亲
讲南征北战的故事长大，知道了

‘红旗漫卷西风’的豪迈，也了解
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这
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
生了重大影响。”参加工作后，肖
成华读东南大学的在职研究生，选
择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其间，他系统学习

了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主义怎样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等马列主义
经典著作。

“说起‘红色收藏’，最早可以
追溯到我读小学时。有一天，父亲
分别给了我和哥哥一本厚厚的笔记
本，名字叫 《和平日记》。这是他
参加宁波专区干部扫盲班时发的。
我非常珍惜，一直不舍得用，至今
仍 保 存 完 好 。” 他 收 藏 的 第 一 本

《共 产 党 宣 言》（1971 年 版）， 是
1983 年任职宁海县工商银行时同事
送的，当时还没有专门收藏的想
法，只是用于阅读学习。

1991 年，肖成华结婚时，同样
是解放军南下干部的岳父送给他一
箱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就有一本《共
产党宣言》。1996 年，肖成华调到浦
发银行宁波分行工作。闲暇时间，他
经常跑旧货市场、二手书书店，对红
色书籍情有独钟，见到好的就买。
2017 年，肖成华从新闻报道中看到
张人亚及其父亲守护党章的消息
后，深受感动，决定在现有收藏的基
础上，专题收藏《共产党宣言》，为研
究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
国 的 传 播 规 律 及 意 义 收 集 资 料 。

《共产党宣言》自 1848 年问世以来，
被翻译成 200 多种文字，有 2000 多
种不同版本在世界各地发行，要收
藏到有价值的版本不容易。

肖成华很多珍贵版本的 《共产
党宣言》 来自网上。孔夫子二手书
网、当当网、亚马逊、收藏网、全
球免费邮寄图书网等，他是常客，
每天至少要“刷”两遍。有一天早
上 5 点多钟，肖成华刚睁开眼睛，
习惯性地打开孔夫子二手书网。突
然，他眼前一亮，睡意蒙眬中从床
上一跃而起。原来有人挂出一本石
印竖排版 《共产党宣言》，标价 1
万元。肖成华从图片中看到，这本
书早已泛黄，有些页面边角遭虫蛀
鼠咬，但主体内容完整。“据 《共
产党宣言》 在中国传播史记载，石
印版 《共产党宣言》 是我党在中央
苏区等地印制的，出版年代应该在
1930 年 之 前 ， 保 存 下 来 的 非 常
少。”肖成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根本没有还价，当即买下。多
年的收藏经验告诉我，稍微犹豫一
下，就可能旁落他人手中。”书到
手后，肖成华迫不及待地翻阅起
来，竟然还有意外收获。“我们都
知道，陈望道是第一个将 《共产党
宣言》 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因此
陈望道译本被称为首译本，已被列
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全国仅存 11
本。”“我买下的这个石印本就是以
首译本为模版印制的，只是缺失封
面及正文前三页和封底，用其他版
本的粘上去。但仍有重要价值。”
肖成华说，据他了解，首译石印本
仅在江西省博物馆有收藏。

近年来，为了收藏各种版本的
《共产党宣言》，肖成华除了投入大
量精力，还下了不少血本。有一
天，他在网上看到一本成仿吾和徐
冰 翻 译 的 1938 年 版 《共 产 党 宣
言》，挂出的价格是 1200 元。他当
即表示愿意买下。没想到，卖家坐

地起价，不久后就说有人愿意出
1.2 万元。肖成华咬了咬牙，表示自
己也愿意出这个价。不料，卖家又
说，另外一个买家愿意出 2 万元，还
把他们谈价钱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
发给他。肖成华心有不甘，几经交
涉。卖家看到他真诚而又执着，最后
以 1.2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

随着收藏数量不断增加，肖成
华收藏范围越来越广。在即时通信
秒达的情况下，他却选择了通信收
藏的“慢”方式。他广发“英雄
帖”，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只
要和 《共产党宣言》 沾边的人，就
想方设法获取他们的地址，然后给
他们写信。尺素传情，文字暖人。
肖成华和毛泽东晚年图书管理员徐
中远通信，得到他热情洋溢的回
信。《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的译者陈望道儿子陈振新给他
回信，对他的红色收藏表示赞赏。
在与中国翻译 《共产党宣言》 次数
最多的成仿吾女儿成其谦书信联系

后，成其谦把肖成华的收藏故事告
诉 了 母 亲 。 她 母 亲 张 琳 已 经 104
岁，听到肖成华在收藏 《共产党宣
言》 后很高兴，在成仿吾翻译的一
本 《共产党宣言》 上签上自己的名
字，送给肖成华。今年 3 月，肖成
华在 《人民日报》 上看到藏语翻译
家、全国 《格萨尔》 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降边嘉措的有关报道。他便
想到，降边嘉措是藏语首版 《共产
党宣言》 的译者之一。肖成华便写
信给他，得到降边嘉措的回信，两
人还加了微信。

经过多年努力，肖成华颇有所
成，在圈内也小有名气。“《共产党宣
言》共有 12 个中译版本，我收藏了
11 个版本。”此外，肖成华还收集了
40 多种外国语版的《共产党宣言》，
最早一本是 19 世纪末的。他手上还
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世界语、
盲文等特殊文种版本及众多《共产
党宣言》译者的签名本。这些书有的
是他厚着脸皮“索要”来的，有的则

是网上购得。除了 500 多本《共产党
宣言》，他还收藏了 300 多本与《共
产党宣言》有关的研究读本，合计有
800 余本红色书籍。

在收藏的同时，肖成华还将研
究 《共产党宣言》 作为自己的业余
爱好。“我们宁波有着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共产党宣言》 与宁波
也有深刻的联系。”肖成华说。据
介绍，1925 年底，毛泽东弟弟毛泽
民在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经
理并兼上海书店经理，上海书店是
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的发行总部，
在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
有分店。“大革命”时期，有人称
浙江省立第四中学 （今宁波中学）
为“小北大”。当时 《新青年》《向
导》《中 国 青 年》 等 刊 物 ， 以 及

《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 《共产主
义 ABC》《向导丛书》 等大量的马
列主义书刊出现在四中并在师生中
广泛流传，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肖
成华说，12 个中译本之一、1930
年版本 《共产党宣言》 的译者华少
峰 1924 年至 1925 年在浙江省立四
中学习，之后去苏联留学，从此走
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30 年，他
化名华岗翻译 《共产党宣言》，为
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
成立后，华少峰曾担任山东大学校
长。几年前，肖成华还与华少峰小
女儿华景杭取得联系，并互加了微
信。华景杭发给肖成华许多有关她
父亲翻译 《共产党宣言》 的文章。

肖成华还曾在宁波大学园区图
书馆等地举办《共产党宣言》收藏
展，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肖成华告诉
笔者，他希望有机会在宁波成立《共
产党宣言》博物馆或陈列馆，吸引更
多的人参与收藏、研究红色文化。

八百本“红书”映初心
——肖成华收藏《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陈 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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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总在风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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