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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传承，老龙窑浴火重塑千年建盏文化
杨国标叶华金

吉玉坊的老龙窑烧制建盏采
用的是陶泥为原料，富含铁离子，
所以胎体也叫铁胎。在距离吉玉
坊窑场外不远处一片凹地，底下蕴
藏的陶土黏性十足，熊忠贵就是挖
取此处的陶土制盏。

烧制建盏，要经过采泥、洗泥、
炼泥、拉坯、利坯、晾坯、上釉、风
干、装匣钵、入窑、点火到最后的出
窑等十几个工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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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对师
门前辈的怀念和敬畏，对水、土、木
等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的敬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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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上所有的烧火
口，使窑内进入无氧状态，待一周的
冷却才开窑门出窑。

烧制环节手艺人不能直接控
制，需要通过控制龙窑内的温度来
控制火候，从而影响最终的烧制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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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
等。熊忠贵的龙窑柴烧，与宋代工
艺一样，13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
一般一窑装入四五千只胚体，成品
率只有百分之三四，最多不到百分
之七，成品的各种斑纹不一。

日本有藏家收藏的宋代建盏，
被日本列为国宝级文物，也是当今
建盏珍品。有人说“南宋时期的窑
变建盏，光环的颜色会变幻不定，
妖异瑰奇得不像是人间之物”。凝
视一只精致的建盏，恍如一片星

空，繁星点点，神秘莫测，令人心潮
起伏。大器偶成。龙窑柴烧建盏
的成品率极低，大多时候，开窑时
能留存下来的好的盏，也不过两百
余只，而真正受师傅和爱好者共同
欣赏的盏，恐怕少之又少。当然，
熊忠贵也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烧
出优质窑变建盏。

1970年，熊忠贵15岁，那时，
他开始在窑场当学徒。一转眼，老
龙窑的建成已经将近五十年的光
景，而熊忠贵也在这个窑场坚持了
同样的岁月。如今，63岁的熊忠
贵已然两鬓初白，岁月在他的手脸
上刻下了沧桑的同时，也造就了他
的神来之笔。他是一位山间老人，
是宋代建盏复古工艺的第一人，也
是龙窑柴烧师傅，而在龙窑柴烧领
域，他更被称作“窑神”，更是名扬
四海的建盏大师。

熊忠贵烧制的建盏在业界独

树一帜，不仅国内的陶艺大师李正
文会亲临吉玉坊交流，就连日本的
陶艺大师林恭助每年也不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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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黑釉文化弘
扬到极致。

与其他能工巧匠的刻意为之
不同，熊忠贵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建
盏形态的正确阅读和恰如气氛的
表现力。擅画者留白，擅乐者惜
声；留点余地，是生命的智慧。正
是因为他不刻意巧而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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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熊忠贵大师被录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与老龙窑
相守了近五十年，年岁渐老，却依
然坚守在龙窑口，传承建盏真韵。

建盏作为我国黑釉的代表作
品，在古人的圣手演绎下日趋完美，
曾被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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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釉茶盏名扬海内外。建州的建盏
盛行了千百年，至今仍为收藏及玩
家的首肯。但世代更迭，宋代建盏
工艺已断代失传，“建窑遗址”也作
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盏
文化的璀璨自然也变得尤为神秘。

建盏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制作技艺堪称传奇。1979年，中央
工艺美院、福建省科委、省轻工所和
建阳瓷厂等部门和单位组成攻关小
组，进行仿古建盏实验，经过近两年
的反复实验，终于在1981年3月第
一次向社会公布了仿宋兔毫盏的样
品，失传已久的建窑建盏制作技艺
重见天日。此后，建窑建盏工艺师
们不懈探索，制作出兔毫、鹧鸪斑、
窑变等作品。建盏市场也随之升
温。

而在更早以前，熊忠贵就已经
接触了龙窑柴烧。

在水吉镇仁山村杨梅山坪的老
龙窑，建成于197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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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有几处进出窑内

的门。古旧的窑棚早已瓷化，龙窑
内部时光的味道触手可及。这也是
建阳地区唯一最早坚持使用龙窑烧
制盏的老窑场。

龙窑刚刚建好，熊忠贵就在窑
里当学徒。“也没计划从事其他行
业，受父亲的影响，加上当时的生活
环境，学烧制陶瓷总算有一门赖以
求生的技艺。”熊忠贵说自己当学徒
时，完全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父亲
和爷爷都是陶瓷工艺师，从小耳濡
目染了这些工艺。去当学徒那年，
他才15岁。

1981年的一天，有几个人来到
熊忠贵所在的窑场，向他讨要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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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啬就给了他们。第二次，对方又
问熊忠贵能不能再给一点釉水，熊
忠贵又拿出配好的釉水给了他们。

当时的熊忠贵还在窑场做着耐
火砖，知道有人在研究建盏，他也着
手拉胚做盏。出生陶瓷世家，爷爷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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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忠贵都信手拈来。

上了釉水，偶尔在柴窑里烧制，
一次不行烧两次，两次不行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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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本欲用龙窑烧制建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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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一片
叫好，却始终没有柴烧盏的千变万
化、古朴柔和”，在商业和文化传承
的抉择中，熊忠贵选择了“龙窑柴烧
是对宋代建盏文化真正意义上的传
承”。

2013年，熊忠贵为了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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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多年，老龙窑因为失修，熊忠
贵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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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忠贵每做建盏都用陶土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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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窑柴烧建盏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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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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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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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淋漓尽致。

老龙窑烧制建盏，

是靠天吃饭的活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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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火中求财”。在建盏

人的眼里，龙窑柴烧建

盏也是“七死八活九翻

身”的事儿。

沉静了几个月，建

阳水吉镇吉玉坊的熊忠

贵老师傅，又在老龙窑

重新点起了柴火。36米

长的老龙窑燃起的熊熊

火光，把窑体的温度升

到了1300度以上，从投

柴口看见的火焰，像液

体一样在缓缓流动。

9月，老龙窑又一次

为黑釉文化添柴加温。

三代技艺传承，工匠精神还原千年建盏神韵

半生以窑为家，烧出“大师之作”

熊忠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