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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标叶华金

熊忠贵：让建盏工艺重新发光

龙窑柴烧是对宋代建盏真正意

义上的传承。水吉镇仁山村杨梅山

坪的老龙窑，建于1970年，是用泥土

和砖块依山坡而建，长36米，分为窑

头、窑身、窑尾和烟囱，两侧每间隔

一米设有投柴口，左侧有几处进出

窑的门。古旧的窑棚早已瓷化，龙

窑内部弥漫着时光的味道，这也是

建阳地区唯一还在坚持使用柴烧制

盏的最老窑场。

老龙窑从建成至今已有将近五

十年的光景，而熊忠贵也在这个窑

场坚持了同样的岁月。如今，他已

年过花甲，两鬓初白。岁月在他的

手上和脸上刻下沧桑的同时，也造

就了他的神来之笔。

从龙窑初建伊始，熊师傅就在

窑场外围的农田里取陶土。窑场外

不远处一片农田，底下蕴藏的陶土

黏性十足，四十多年来，熊师傅挖田

里的陶土已经超过十余亩地，烧制

的作品受到世界各地爱好者追捧。

2013 年，熊师傅为了全面恢复

全手工制作，用老龙窑柴烧宋代建

盏制作工艺，恢复

千年前建盏最初

的模样，成立了吉

玉坊，注册宋工标

识，重新点燃了老

龙窑的柴火。但

老龙窑因为失修，

熊师傅烧了 7 窑，

一 只 成 品 也 没

有。烧一窑，从装

窑到出窑，历时半

个多月，成本10多

万元，如果不是真正的热爱和强大

的传承使命感，一般人难以坚持。

熊师傅每做建盏都用陶土加红

釉矿，配以草木灰的土办法制成。

他说，建盏都用来盛饭、饮酒、喝

茶，与生活息息相关，决计不能添

加化学成分。除了坚持土办法，柴

烧建盏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儿。

自装窑点火后，要连续烧上两天两

夜的柴火，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变化

投柴、封口，半夜也不能休眠，48 小

时不离龙窑，常常在深夜里以泡面

充饥。

宋人烧建盏依靠柴窑，偶然性

大，成品率非常低，除了大量烧制的

黑釉、兔毫及个别鹧鸪斑，其他技术

并不成熟。熊师傅的龙窑柴烧，与

宋代工艺一样，1300度的高温烧制，

一般一窑装入四五千只胚体，开窑

出来只能得其两百来只成品，各种

斑纹不一。正如有客商所言，熊师

傅的柴烧建盏像上了年头的老酒，

看久了，会醉人，会上瘾。

与其他能工巧匠的刻意为之不

同，熊忠贵师傅的独到之处在于对

建盏形态的正确理解和恰如其分的

表现力。擅画者留白，擅乐者惜声；

留点余地，是生命的智慧。正是因

为熊师傅不刻意巧而巧，“留有余，

不尽之巧，以还造化”，使他的仿古

建盏少了刻意精巧的匠气，多了一

份自然、古雅。

他是一位山间老人，也是龙窑

柴烧师傅，而在龙窑柴烧领域，他更

被称作“窑神”。日本的陶艺大师林

功助也不远千里到水吉来与熊师傅

探讨切磋。与龙窑相伴半生，熊师

傅亲手烧制的建盏华美厚重，把我

们先辈的智慧渲染得淋漓尽致，也

把黑瓷文化弘扬到极致。对于艺术

的追求，熊师傅不止于此，他还想要

烧出一只曜变天目盏。

建盏作为我国黑瓷的代表作

品，在古人的圣手演绎下日趋完美，

曾为宋朝皇室御用茶具。而在宋

代，建州（今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

有建窑无数，遍布山冈，烧制的黑瓷

茶盏名扬海内外。建盏工艺中最瞩

目的当属曜变，已落入日本藏馆，也

为国宝级文物。

建州的建盏盛行了千百年，至

今仍受到收藏家及玩家的青睐。但

世代更迭，“建窑遗址”已成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代建盏工

艺已断代失传，古盏文化也变得尤

为神秘。百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

及游客前来建阳寻幽探密，探究尘

封的窑址，探究古文化的魅力，却始

终只有嘘唏感叹。

70 年代末，福建省博物馆的考

古学者和厦门大学的师生对建阳芦

花坪窑址的几次发掘，取得了许多

重要的成果，确定了“建盏是在龙窑

中烧成的”，证明了建盏的烧造年代

创于北宋，盛于南宋。

1979 年 9 月，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福建省轻工所和建阳瓷厂等单

位组成建窑宋瓷建盏科研小组，进

行建盏实验。1981年3月向社会公

布了仿宋兔毫盏样品，此后，建盏重

新进入百姓视野，并逐步走入市场。

而当时的熊忠贵，还只是一名

制陶谋生的年轻小伙。15岁就在窑

场里当学徒的他，做了两年的陶艺，

又做了两年瓷艺，1976 年结婚后又

做起了陶艺，反复8年的陶瓷技艺，

熊忠贵还是觉得做陶比较能赚钱谋

生。

1981 年的一天，有几个人来到

熊忠贵所在的窑场，向他讨要十斤

釉水，熊忠贵问对方要釉水做什么

用，得知他们要研究恢复建盏，他也

毫不吝啬就给了。第二次，对方说

能用，又来问熊忠贵能不能再给一

点釉水，熊忠贵又拿出洗好的釉水

和配好的釉水，一并给了对方。

为生活所需，同年下半年，熊忠

贵做起了耐火砖。想起他们在研究

恢复建盏工艺，熊忠贵在做砖之余，

又学起了拉胚。出生陶瓷世家，爷

爷、父亲均是水吉当地有名的陶瓷

艺人，家族的传承已演化成天赋，炼

泥、拉坯、烧窑，熊忠贵都脉络熟

练。“钵头就钵头，碗就碗”，不管胚

拉成什么样，熊忠贵只要求把釉水

烧成。

上了釉水，偶尔在柴窑里烧制，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除

了和老同行切磋，没有经验可以借

鉴，只能不断试验摸索。在试验了

三年后，熊忠贵终于心中有数。同

时，熊忠贵知道当初来跟他要釉水

的研究组，也研究出了建盏的制作

工艺。

老龙窑烧了6年的耐火砖。1988

年，随着建盏市场的兴起，熊忠贵本

欲继续烧制建盏，但是柴烧成本太

高，他只好买来电窑烧制建盏。电

窑烧制建盏，成本低，成品率高，但

是作品千篇一律，虽然市场一片叫

好，却没有柴烧盏的千变万化、古朴

柔和。为了市场，老龙窑又一次沉

寂。

“ 在很多人看来，熊忠贵和普通人无异，如若不是因为窑场和他的一件件

珍世器盏，也很难把他与建盏大师联系起来。熊忠贵师傅低调谦和，如果用

大师形容他，未免有些世俗，但他却是宋代建盏复古工艺的先行者，重新点

燃了800年断代龙窑柴烧技艺之火，柴烧作品独树一帜。

探索建盏工艺

恢复全手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