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村粉条产业越做越红
火，离不开电力部门的支持。”1
月11日，舞阳县供电公司吴城
供电所工作人员在吴堂村为粉

条加工户检查电力线路，受到村
民吴春锋的称赞。

当前正是粉条生产旺季，为
满足粉条加工用电需求，舞阳县

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粉条产业
基地，巡视供电线路，检查用电设
施，建立辖区粉条加工户联系机
制，积极推行一对一、点对点服

务，提供节电技术咨询、用电技术
指导以及用电故障排查维修服
务。针对新装、增容用电业务的
用户，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报装手

续，缩短施工时间，以最快的速度
供电，供电优质服务的提升让粉
条加工户用电更安心、生产更放
心。① 薛俊峰 胡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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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美汝瓷》
众周刊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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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是“心灵的艺术”
她把汝瓷从责任变成爱

舞阳县供电公司：护航粉条产业发展

▶近日，河南省陶瓷艺术
大师李晓涓接受了央视采
访，在采访中她说：“汝瓷
的成品率，由于受到原材
料特性等影响，最高的时
候能达到30%，那剩下的
70%呢，我们都砸掉了，
因为我觉得品质更重要。”
▶记者和汝瓷大师李晓涓
的这次心灵之约，在弥漫着
舒心茶香的氛围中开启。
“就算是掀不起大浪，但最
起码掉到海里时要能激起
涟漪。”这是她说的让记者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周兰/文图

说起李晓涓与汝
瓷的缘分，大概是与生
俱来的。父亲是汝瓷
厂的骨干，所以李晓涓
打小就在厂里玩，渐渐
地，耳濡目染，就对汝
瓷产生了兴趣。

李晓涓 16岁就被
招工到了工艺美术国
营汝瓷厂，她到厂之
初，当时已成为厂长的
父亲并没有给女儿优
待，而是把她安排到比
较艰苦的廖青花车间
工作。对煤油灯燃烧
的煤油味过敏，使得她
的皮肤常常出现红斑
等症状，倔脾气的她仍
然忍着痒痛继续埋头
工作。但这些隐忍也
在慢慢消磨着她做汝
瓷的兴趣。

李晓涓的婆婆孟
玉 松 也 在 汝 瓷 厂 上
班。1993年6月，孟玉
松的儿子刚刚考完大
学，假期到汝瓷厂进行
实践活动，结识了李晓
涓，两人于1994年结为
夫妻。

李晓涓说，婆婆一
直在坚持研制汝瓷。
或许是因汝瓷遇到了
爱情，或许是生活的需
要，李晓涓与汝瓷“冰
释前嫌”，将艰苦的工
作环境从思想上转化
成了积累财富的动力。

直到2006年，汝瓷
厂解散，不愿放弃研制
汝瓷的婆婆在家办起了
属于自己的汝瓷厂，但
是造化弄人，就在这一
年，婆婆突然脑出血。

婆婆生病后，家里
的汝瓷厂还得有人打
理，这时，一家人都想到
了李晓涓。“我说，要我
管理汝瓷厂可以，但我
有两个条件。与其说当
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倒
不如说是一种责任和使
命。”李晓涓坚定地说，

“如果家人都觉得我可
以的话，那么无论厂子
最终管理得好与坏，都
不能埋怨我，除此之外，
我要掌握人权和财权。
这样能更好地管理，保
证厂里稳定发展。”家人
们考虑了一晚，最终同
意了。

李晓涓感慨，她并
不是不想承担这份责
任，而是担心万一汝瓷
厂被管理得不好，在家
人面前丢人。“虽说在
汝瓷厂工作了那么多
年，但当时汝瓷技术整
体还在恢复和发展阶
段，对于我来说，真正
的汝瓷生产技术和经
验还是非常不足的。”

“临危受命，没有
任何规划，但是因为自
己接受了这项任务，随
之 的 责 任 也 一 并 担
下。”李晓涓说。

2006年6月21日，
汝瓷厂正式投产，但是
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
而至，最严峻的就是合
格率问题。“当时最低
的合格率只有 5%，我
自己都犹豫了，赔了这
么多，到底还要不要再
烧了？”她说，婆婆身体
不适，不想因为这些事
去打扰她，所以只能自
己摸索尝试。直到现
在，李晓涓还在庆幸当
时的坚持。合格率低，
究其原因，就是产品变
形、局部吃烟以及釉色
问题，“在解决这些问
题的过程中，我们思考
了十几种甚至几十种
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可
能对于当时来说，大部
分都被砍掉了，但成为
我后来走产业化发展
道路的经验，这才是最
宝贵的财富。”

一直以来，李晓涓
更多地把汝瓷厂的工作
看作是一份责任，直到
四年后，她才慢慢发自
内心地喜欢上了汝瓷。

2010年，汝州有一
个国际汝瓷节，很多汝
瓷方面的专家教授亲
临此地进行访问和交
流。这次活动之后，一
向爱钻牛角尖的李晓
涓决定亲自参与制作，
在制作中分析汝瓷造
型、技艺以及釉色等文
化，她发现，汝瓷背后的
一些宋代文化，包括宋
徽宗的审美和他的阅
历，真的可以支撑起一
个瓷器造型的美，也是
这样的发现，使得她对
汝瓷的喜爱越陷越深。

修坯怎样解决变形率
的问题呢？面对记者的疑
惑，李晓涓说，一次又一次
的尝试和创新让她想到了
湿修的方法，“别人采用的
方法都是干修坯，那就转换
一种思维。”她做了十件，想
在实践中验证合格率，结果
发现，十件湿修的坯瓶全部
没有变形，她喜出望外。

“我婆婆那一代比较注
重汝瓷的修复，那么我们这
一代应该走产业化道路。
所以对于发展，不仅要有质
量，而且还要量化，所以在
坯瓶修配的工艺上我选择
了湿修。”李晓涓说，湿修的
工艺减少了瓶口的变形率，
这是她在汝瓷投产以后对
制坯工艺的一个改进。

最初，老一辈的排湿
标准是400°，就要合上窑
门，李晓涓将标准定到了
500°左右。“我觉得这个
瓷器里面的湿气看似排完
了，实际上并没有。所以
我把排湿气的度数提高了
100°，这是对烧制方面前

火氧化火的一个改进。”她
介绍，在后期，她告诉工人，
看似烧制的还原火，其实是
汝瓷在变还原色的一个过
程。釉面的光滑、釉质的纯
净、釉色的着色，是在后期
还原的，这三步做到位，冷
却后这个瓷器才能表现得
最美。

烧窑困惑的时候，他
们会一起烧，烧完的第二
天再将各自烧制的瓷器拿
来进行对比。所以一直以
来，李晓涓都在采用“回头
看”的管理及自我管理的
模式，一个月、三个月、半
年、一年……这个方法从
2016年持续到现在，她觉
得不合适的造型，都会被
拿出来进行改造。

李晓涓说，追溯古代任
何一个时期，都会有你觉得
不够美的器型，回头看只是
把经过时代发展、经过阅历
积累之后觉得不美的瓷器
进行再一次研究，然后经过
创新做出符合当下审美标
准的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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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说起疏
影钵，她淡淡地笑了笑，这
是她得意的作品之一。

2012年，中日邦交40
周年，我国外交部发出了
一个“命题作文”：体现中
日邦交友好40年的作品，
而且要作为国礼，时间为
两个月。李晓涓想用现有
的器型直接创作，但是一
件件地试，又一件件地淘
汰，直到没有现成的器型
可用。“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一句诗
点醒了她，李晓涓欣赏这
句诗对梅花清幽香逸的风
姿的描绘，陶醉于“疏影横
斜”、“暗香浮动”的意境，感
动于梅花所具有的凌寒飘香、
铁骨冰心、坚韧不拔、自强不
息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
精心创作了这件“疏影钵”。

正面的陶塑梅花图
案，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梅
之骨、梅之韵，向人们勾勒
了迷人意境。三朵凸起的
梅花寓意幸福、平安、和
谐，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疏影”，

正是李晓涓审美倾向的一
种真切表达。她把宋诗的
意境汝瓷化，其汝瓷作品也
是她真正的“心灵的艺术”。

“最初我在疏影钵上做
了五朵梅花，有五福临门的
意思，但总觉得不够简约。
我认为的汝瓷应该是比较
简单但有内涵的。”李晓涓
说，最终，她将梅花定为三
朵，象征三生万物。

传统的汝瓷是“一抹天
青”，而李晓涓选择用豆青
色作为疏影钵的整体颜色，

“如果用天青色，梅花做出
来效果并不是太好，豆青色
接近于绿色，象征着生命，
我觉得中日邦交友好一定
要有生命在支撑，所以豆青
色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
视觉的表现上来说，更适合
这个器型。”她自信地说。

李晓涓认为，做好汝
瓷，传承好中华文化很重
要，同时讲好汝瓷背后的
故事也很重要。这个器物
拥有你的思想，大家才能
去接受，它是一件赋予内
涵的文化作品，而不仅仅
是一件简简单单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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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涓创作的汝瓷“疏影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