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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忠贵：秉承工匠精神 延续建盏神韵

建阳水吉镇的这条老龙窑

建于 1970 年，为传统老式木瓦

结构，熊忠贵自建窑之初就在窑

里当学徒，那时候的他15岁。

水吉是宋代建盏的发源地，

水吉本地的高含铁量黏土在宋

代独一无二，就连最近的建窑系

窑口，胎土含铁量都比建窑低了

不少。距离更远的其他窑口，就

更难找到类似建窑的胎土了。

熊忠贵自来到这座老龙窑就开

始使用这里的陶土烧制陶瓷品，

为了谋生，他连续做了十年的陶

瓷活。直到 1981 年，国家开始

恢复建盏工艺，熊忠贵得知后，

也开始研究起了建盏的烧制。

可喜的是，三年下来，熊忠贵也

摸索出了龙窑柴烧盏的工艺。

在老龙窑烧一窑建盏，要先

把施过釉水的盏坯装入匣钵再

装进窑里，老龙窑长 36 米，能装

入五千只盏，一个人装窑需要一

周的时间。装完窑后就是烧火，

每一次烧盏，熊忠贵需要先敬窑

神，点火之后就要一直坚守在龙

窑，从下往上的投柴口，挨个烧

足火候，直至最后一个投柴口封

闭，整个烧火过程大概需要 48

个小时，这期间需要不间断盯着

窑里的火候和温度。烧制过程

中 ，龙 窑 体 表 感 应 温 度 超 过

1300 度。停火后，待一周的冷

却才开窑出窑。

过去因为市场的关系，熊忠

贵没有大力投入烧制建盏，老龙

窑烧制了六年的耐火砖之后再

度沉寂。后来随着建盏市场的

兴起，熊忠贵又开始烧制建盏，

但大多是为了迎合市场而作的

电窑产品，一直到 2013 年，北京

的书商艾建设慕名前来，才开启

了老龙窑的新光彩。

老龙窑烧制建盏，是靠天吃

饭的活儿。2013 年，熊忠贵的

吉玉坊建盏工作室成立，决心全

面恢复全手工制作，用老龙窑柴

烧宋代建盏，恢复千年前建盏最

初的模样。恢复龙窑柴烧最大

的困难，就是釉水的配置和窑温

的控制。不同的火焰代表不同

的温度，龙窑不同的位置往往有

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温度须配置

不同的釉水，因而匣钵的摆放、

柴火的添加、温度的控制就成了

龙窑柴烧建盏的深奥学问。这

需要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才能胜

任。但是，因为工艺的复杂，这

一年，熊忠贵烧了 7 窑，一只成

品也没有得到，损失数十万元。

“龙窑柴烧建盏，是天、人、

火三者高度合一的产物”，建盏

爱好者们这样评价，三者缺一难

以为之。到次年，熊忠贵烧到了

第八窑，十几只釉色润泽内敛、

手感如脂玉的兔毫盏从窑里被

捧出来，引得众人眼前一亮。自

此，熊忠贵在老龙窑柴烧的第一

批作品面世，其工艺和质地达到

了宋代皇室使用的水准，也标志

着龙窑柴烧建盏正式走上传承

之路。

“ 明 窗 倾 紫 盏 ，色 味 两 奇

绝”、“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

为上”、“紫泥新品泛春华”……

古人的一句句华丽之词，不仅写

出了茶文化的繁荣，也道出了建

盏的巧夺天工。世人都知道建

盏的精妙溢美，却鲜有人知道这

一只只珍宝背后匠人的坚守。

过去，陶瓷界传扬着这句老

话：“十年一状元，二十年一窑

把式”。这座三十六米长的老龙

窑至今已经近半个世纪，熊忠贵

也坚守了近半个世纪，如今，老

龙窑柴烧已经成为了国内唯一

的建盏烧制工艺，熊忠贵也成了

名副其实的“窑把式”。然而，

更有一些爱好者，在观赏过熊忠

贵的柴烧盏后，甚至直呼“窑

神”。

在晚唐五代时期，建窑仅是

一个生产青釉器和酱釉器的普通

窑场，后改烧釉面无斑纹的黑釉

茶盏，为建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北宋中期，在福建督造贡茶

的宋廷重臣蔡襄总结数十年来的

斗茶习俗，撰写了一部茶艺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茶录》。

《茶录》问世后，斗茶文化推波助

澜地在朝野传播，建盏中的优品

成了皇族、士大夫不惜重金追寻

的宝物，文坛巨匠畅怀讴歌的极

品，建窑由此进入鼎盛时期，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并生产底足铭有

“供御”、“进盏”的建盏进贡朝廷。

老龙窑柴烧盏还原了宋代进

贡建盏的传统工艺，熊忠贵和吉

玉坊也在同一时间被世界认知

了。国内的陶艺大师李正文、日

本的陶艺大师林功助以及美国等

地方的黑釉文化爱好者都曾造访

吉玉坊，并对熊忠贵及老龙窑表

示了高度认可。特别是日本的陶

艺大师林功助每一年都会亲临水

吉吉玉坊，与熊忠贵交流学习，而

且，林功助今年将在厦门展出的

其中一件盏，就是熊忠贵在这座

老龙窑烧制的。

经过 2013 年的失败，2014 年

老龙窑只烧出了两千多个建盏，

2015 年烧出了三千多个建盏，去

年，熊忠贵在老龙窑烧了14窑，得

到五千个成品。而在众多成品当

中，精品盏的数量却是少之又少。

“七死八活九翻身”，在几十

年的积淀下，熊忠贵深知水吉的

气候，为了赶上好的天气，今年正

月初八，熊忠贵就开始了装窑，正

月十五起火，第一窑还未出来，熊

忠贵已经计划了三月的第二窑第

三窑……一直被誉为“火中求财”

的龙窑柴烧工艺，断代了数百年

岁月，如今在建阳水吉镇，也就是

宋代建盏发源地，只剩下吉玉坊

的老龙窑依然以最传统的建盏工

艺迸发出熊熊的火光，这是熊忠

贵秉承东方工匠的智慧，在延续

千年的建盏神韵。

作为唯一的老龙窑柴烧传承

人，保护柴烧建盏工艺尤为重要，

为此，吉玉坊建盏工作室也将“宋

工”等注册成了自己的商标。随

着建盏市场的推动，龙窑柴烧建

盏备受世界各国爱好者推崇，每

一次出窑，他们都会从各地赶到

水吉吉玉坊，一睹龙窑柴烧的真

韵。

与老龙窑相守了近五十年，

熊忠贵对吉玉坊的一土一木都有

着极深的感情。熊忠贵和爱人就

住在吉玉坊，连春节也未曾离开，

老龙窑所处的位置远离城区，待

远处的烟花绽放时，熊忠贵念叨

着的依旧是建盏。在他心里，只

希望有老龙窑做依托，能烧出一

件更加炫丽巧夺天工的建盏。

杨国标李德意

让龙窑柴烧建盏重焕光彩

以工匠精神
传承工艺

有人定义，建盏之所以受到茶家青睐，其魅力主

要在于盏内含丰富的矿物质和釉面斑纹。如果

没有斑纹，则只是普通的黑釉盏，即使坯质再好，釉色

普通，这种盏也不会有太大特色。建盏按照其自然产

生的斑纹被区分成不同的品级，建盏的制作工艺就是

围绕着斑纹进行，建窑的兴衰和它留给后人的许多难

解之谜，就隐藏在这些变幻莫测的斑纹之中。

烧制一只建盏，用当地的陶泥做好坯体后，还要

上釉，再等晾干装匣钵入窑柴烧。坯体在龙窑里焙烧

超过1300度、停火封窑数天，让斑纹自然形成，由于这

类结晶釉在窑炉高温中会出现变化，难以控制，龙窑

烧制一件外观没有缺陷又具有兔毫或油滴等斑纹的

建盏难度极大，即使非常用心，其成品几率也非常低。

建盏艺术就是土与火高难度结合的艺术，是纯粹

的陶瓷天成自然艺术。从青釉到酱釉到普通黑釉再

到建盏釉，其显著特点就是坯与釉的氧化铁含量高，

釉层厚，生产成本提高，烧制工艺难度也加大。但在

建阳市水吉镇，今年63岁的熊忠贵就仍然坚守着这一

份传统老工艺，为黑釉文化的传承加柴添温。

熊忠贵在窑口添柴

老龙窑烧制的建盏

立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