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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交流与碰撞：匠心在这里汇聚11

近段时间，综艺节目中老年群体的

身影逐渐活跃起来。由哔哩哔哩和中

国老龄协会共同推出的首档忘年共居

观察纪实真人秀《屋檐之夏》，让独居老

人与“城漂青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为

青年与老年间的代际沟通提供对话空

间；国内首档关注认知障碍群体的纪录

观察公益节目《忘不了餐厅》，聚焦几位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经营餐厅的

过 程 ，激 发 大 众 对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以 及

老 年 群 体 的 关 注 ……一系列综艺节目

尤其是网络综艺开始直面银发群体的

媒介期待，进行适老化改造，聚焦“银发

一族”的情感、养老、健康等问题，其彰

显的人文情怀弥足珍贵。

老年群体是数字弱势群体。在互

联网时代，年轻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

各类以年轻群体为目标受众的综艺层

出不穷，而围绕老年人打造的综艺则相

对匮乏和滞后。随着“积极老龄观、健

康老龄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不断融入，各类“银发综艺”节目也随

之 兴 起 ，实 现 了 老 年 群 体 在 荧 屏 上 从

“ 缺 位 ”到“ 呈 现 ”的 变 迁 ，刻 画 出 了 多

样、丰富的形象：婚恋类综艺下勇敢表

达的追爱者与直率坦诚的务实者、才艺

展示类综艺下表现自我的展示者和才

艺与精神的传承者、代际观察类综艺下

拥抱“网生代”的追赶者和积极生活的

叙述者……东方卫视综艺《花样爷爷》、

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国产电影《我

爱你！》等银发类题材作品的出现，让社

会大众看到了老人可亲、可敬、可爱的

形象，也让老年群体学会适应老来生活

并调整自我认同。

老年人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拥抱网络视听。微短剧赛道已经不再

只由年轻人独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

始刷起了微短剧。“熟悉的配方，陌生的

年龄”，受到老年群体欢迎的短剧《闪婚

五十岁》将男女主角换成了中老年人，

该剧在抖音平台上已有超 9100 万的播

放量。这一数据一方面反映了老年群

体对于新兴媒介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银发族”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个进步的时代，必定是善待那些

步履蹒跚之人的时代。2024 年初，《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

年人福祉的意见》印发，该意见提出要

“发展面向老年人的文学、广播、影视、

音乐、短视频等内容行业”，还要“开展

数字适老化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互联网

应用改造”。

在老年群体文化需求被正视的当

下，网络视听不仅要有“量”的提升，还

要实现“质”的突破。文艺市场应当推

出更多内容充实、形式新颖的佳作，满

足老年受众的需求，在数字时代实现对

老年群体的文化反哺，提供真正适合老

年人的网络视听内容和服务、完善维护

老年人权益的制度和举措，将“适老”与

“护老”相结合，让更多老年人拥有精彩

的晚年生活。首先，网络视听要从创作

上聚焦老年群体，把老年题材纳入创作

视野，用优质内容服务老年人，反映他

们真实的生活面貌。其次，网络视听平

台的操作要尽量方便老年人使用，降低

操 作 门 槛 、优 化 界 面 ，提 升 视 听 体 验 。

最后，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强监管，为老

年人营造更加健康的消费环境，合理保

护老年人的权益。“适老”加“护老”多措

并举，才能让网络视听真正成为老年人

的温暖陪伴，让银发经济与网络视听双

向奔赴，温暖“快时代”的“慢人群”。

秋天的景德镇并不寂寥，街道上游

客络绎不绝，充满了热闹与年轻的气

息，喜爱艺术与陶瓷的人们从世界各地

赶来相聚于此，寻找和触摸这座城市的

深厚手工业传统与千年历史记忆。

享誉世界的“千年瓷都”，在古老

与青春的碰撞中，迎来了第 21 届景德

镇 国 际 陶 瓷 博 览 会 。 本 届 瓷 博 会 展

览面积共 14 万平方米，为历届最大，

会展中心设置 8 大展区，涵盖知名窑

口、瓷区城市、艺术收藏等版块，吸引

了世界各地的 1100 余家企业参展，有

着包括春秋大集、陶瓷文化展、景德

镇论坛等 200 余场丰富多彩的配套活

动。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千

年繁荣景象此刻正在景德镇上演。

来自广西钦州的客商彭永平的展

位前，挤满了观赏陶壶的年轻人。“我

也是第一次来参展，去过很多制瓷的

城市和陶瓷展会，这里的规模和品类

都属前列，并且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

们对陶瓷的热爱和深厚的文化氛围，

在这里彼此可以友好地交流学习。”彭

永平说自己是景德镇人，1969 年在这

里出生，直至读完大学，那时景德镇的

陶瓷产业和文化氛围远不如今天，于

是前往江苏、广西等地研究制壶技艺

和坭兴陶艺术。如今景德镇不仅吸引

了年轻的游客和手工业者，而且也拥

有众多的名师巧匠，自由而充满生机，

这让他很感慨。

春去秋回，当满月爬上陶溪川的烟

囱，人们再次相约春秋大集。全球 55
个国家的约 1300 名艺术家穿越山海，

在此分享音乐、舞蹈、服饰和手工艺品，

诉说生活哲学和艺术理念。在陶溪川

的想象中，全球手工艺术犹如一座庞大

而富饶的森林，肥沃的泥土，茁壮的树

木，形成一种独立又共生的和谐关系，

彼此呼应，彼此关照。正是这样的宽容

和自由，注重传统与新潮，成就了无限

魅力的景德镇。

春秋大集的夜色中，来自澳大利

亚的丽贝卡正在与她的韩国同学畅谈

作品和见闻。丽贝卡说，她做了 30 年

的手工艺品，第一次来到景德镇，颇有

些相见恨晚。景德镇是个很奇妙的地

方，他们曾在澳大利亚成为同学，又在

这里不期而遇。“景德镇很自由，大部

分 人 因 为 同 一 份 热 爱 和 梦 想 汇 聚 于

此，对作品的追求不只是爱好，更是贯

穿人生的事业。”丽贝卡制作的杯子，

每个杯子表面有个大拇指按下去的凹

陷，上面的指纹是她与每个触摸它的

人心与心的交流和对话。

西班牙人乔曼热情地向每个前来

询 问 的 人 介 绍 自 己 作 品 的 技 艺 和 理

念。远远看去，这些绘有青花的陶瓷

器物仿若中国传统的青花瓷，实际上

却融合了中外元素。“有些植物和动物

取自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些西方的绘

画 技 巧 和 审 美 也 被 加 入 青 花 的 绘 画

中。”乔曼的同伴介绍，自 2019年以来，

乔 曼 深 入 研 究 中 国 各 地 传 统 陶 瓷 艺

术，于 2022 年扎根景德镇，成为一名

“洋景漂”。

艺术演讲、名家论坛、艺术展览、

互 动 演 出 …… 各 类 精 彩 活 动 层 出 不

穷，瓷博会已然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

景观。舞剧《唯我青白》、由莎士比亚

著名剧目改编的赣剧《李迩王》在陶溪

川大剧院上演，吸引了许多中外观众

观看。其中赣剧《李迩王》用中国的方

式讲述外国的故事，延续了莎士比亚

原剧的主题，其艺术效果引发了中外

观众的共鸣……而这也正体现了文化

的交流与碰撞。

千年瓷都千年瓷都：：永永远值得期待远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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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
“快时代”的
“慢人群”

倪可心倪可心

景德镇有着 2000 多年的冶陶史、

1000 多年的官窑史和 600 多年的御窑

史，千年窑火不熄，文明绵延不绝。从

五代的白瓷、青白瓷到元代的青花瓷、

明 清 的 五 彩 瓷 和 粉 彩 瓷 ，从“ 一 元 配

方”到“二元配方”，从单一的柴烧窑炉

到煤、油、气烧瓷窑炉，从单色釉到釉

下彩、斗彩和釉上彩，无不反映着传承

和创新。景德镇陶瓷从泥土中脱胎、

在窑火中淬炼，展示了东方审美，凝聚

了东方智慧。

景 德 镇 古 窑 民 俗 博 览 区 游 人 如

织。清代圆器作坊内分布着拉坯、印

坯、利坯、挖足、施釉、打箍、画坯等工

作区，众多非遗传承人在各自区域展

示手工制瓷技艺。“这个碗上的纹是锉

刀锉上去的，机器是压不出来的，这也

是鉴别手工制作和机器制作的一种方

式，打磨之后在碗里画线就是打箍，给

绘画圈定范围，碗外打完箍就可以上

釉了。”62 岁的景德镇市级非遗传承人

叶冬喜正在给游客讲解制瓷技艺，打

箍 后 便 继 续 上 釉 ：“ 上 釉 主 要 靠 手 腕

360 度快速旋转，才能上釉均匀、厚薄

适度，釉是玻璃，看起来是灰色，但烧

出来是天青色，晶莹剔透明如镜。”叶

冬喜介绍，手工制作成品率不高，为了

提高成品率也会采用气烧的方式。

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一场

窑神童宾祭祀仪式和明代葫芦窑复烧

点火仪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体验。近年来，景德镇持续保护、活态

传承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复建复烧了清代镇窑、

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明清御窑等。

创新也是本次瓷博会的重要议题。瓷博会期间，景德

镇举办了“瓷韵千年 唯我青白——景德镇窑青白瓷传承

与创新展”“以科学的名义探究艺术之美——中国艺术名

校·百陶会创新实践基地全新产品发布”“景德镇国家陶瓷

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展”“光影载道 瓷上中国——走

进乾隆瓷器的数字世界”等系列活动。

“源自景德镇传统出口彩瓷所呈现的精致美感，以柔

和的少女粉为主色调，融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设计，搭配

经典粉彩花卉装饰”“每一件陶瓷项链的制作，都将高淳陶

瓷非遗制瓷技艺融合进现代珠宝工艺之中”……这些采用

了景德镇高温瓷、透明浮雕、釉上粉彩、描金装饰等制作工

艺的陶瓷，出现在中国（景德镇）陶瓷创意设计分享暨新品

发布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企业家、陶艺家、设计师

等分享和展示了他们关于陶瓷的创新或设计理念。

“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正是在设计的推动下，不断推陈

出新，创造出了无数令人惊叹的作品。”上海纽约大学数字

媒体艺术家卢迪认为，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正通过设计的

力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转身，在这里，陶瓷文明每

天都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向前发展着。

徐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瓷博会期间，她与傅长敏、赖德全三位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在陶源谷萤造·手工玲珑造物者体验店，与前来探馆

的董明珠交流互动，品味手工制作的深厚韵味。徐岚的作

品专注于工笔花鸟人物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其倾向于在

传统制瓷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取向，汲取古今艺

术精髓融会贯通，从而在技法创作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新

意，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巧妙地进行跨界融合。

“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既要保持初心，守护匠人的精

神传承，也要汲取时代的营养，创新发展，就像景德镇这棵

苍劲的古树，不断在厚重的泥土里长出新芽。”徐岚如是

说。

景德镇以手工制瓷而闻名于世，创造了人类制瓷史的

奇迹，引领了行业潮流，留下了无数关于材料、工艺和设计

创新的传奇，但工业化时代，景德镇的手工业受到了极大

的冲击，好在一大批极具匠心的手艺人，坚持守正创新，让

景德镇陶瓷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景德镇软实力研究院院长彭中天说，在互联网时代，

消费需求正在转向个性化和定制化，追求品质和品位的趋

势日益明显，这为景德镇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他认为，景

德镇不仅要与世界对话，更要为时代造型，还要创华夏美

业、续历史荣光。

处在时代风口的景德镇，必定是一个永远值得期待的

地方。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因瓷

而名，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

窑。泥与火铸就了景德镇的文化，文化

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行走在景德镇街头，随处可见陶

瓷元素的路牌、路灯、道路、牌匾、标语

等，更不要说“满城瓷器千座馆”和与

瓷 相 关 的 公 园 广 场 了 。 景 德 镇 人 对

“ 景 德 镇 ”三 个 字 的 珍 爱 令 人 印 象 深

刻，城市乡村到处可见在各种载体上

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的“景德镇”，充分

彰显着景德镇人对这个文化 IP 的自豪

与自信，它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景德镇论坛上，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单霁翔回顾了多次来景德镇的经历，

并介绍了陶瓷遗迹的保护情况，他说：

“昔日工业与文化遗存内的生产景观已

经不在了，但人们在这里面的文化记忆

还在。景德镇通过对龙珠阁附近历史

建筑、传统民居的保护，让老居民回到

这里，非遗传承人进行陶瓷研发、生产，

以及陶瓷文创产品的销售，让这里成为

一片非常有魅力的历史街区。”令单霁

翔印象深刻的还有陶溪川保护开发的

故事，今天，陶溪川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让景德镇成了世界的景德镇。

“这是一个颇有些文化接续意味

的故事。”在陶溪川自己的叙事里，它

的涅槃重生，早已成为景德镇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的一段佳话。陶溪川的前

身景德镇宇宙瓷厂曾面临经营困境，

欲开发为新楼盘。负责瓷厂拆迁项目

的老员工刘子力，不忍看老瓷厂的职

工 失 业 ，决 心 放 手 一 搏 ，建 一 个 名 为

“陶溪川”的文化艺术园区，老工厂最

终完成了蝶变。刚好是早期参与陶溪

川改造和创业的人士，她在春秋大集

上演讲时回忆：“2014 年来陶溪川，讲

述陶溪川未来故事的时候，说得最多

的就是我们要做结构改造、功能再造、

文化塑造、环境营造，这些话支撑着我

们。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在

这里一待就是十几年，我相信这是文

化的力量，也是这个城市最有魅力的

地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讲

述了“陶溪川”名字的由来和曾经城市

发展所面临的困惑，他说：“今天陶溪

川来的什么人都有，但都是冲着陶瓷

这个灵魂来的。这些人推动了整个区

和城市的更新、发展，实实在在把一座

工厂变成了一个有活力的、有街区的、

有生命力的地方。”

“老街老巷老工厂的改造，不仅改

善了大家的生活环境，还带动了城市文

旅发展，即便过程很艰辛，但现在回过

头来看都是值得的。”景德镇陶瓷世家

孙公窑第四代传承人孙立新介绍，陶瓷

既是进入千家万户的寻常器物，也是进

入高雅殿堂的文化藏品，它不可避免地

影响和提升了景德镇人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

和 陶 溪 川 一 样 浴 火 重 生 的 还 有

陶 源 谷 。 陶 源 谷 以 盛 产 优 质 瓷 土 而

闻名，是景德镇瓷业走向海内外制瓷

中心的起点，“镇之初·陶源谷”命名

由此而来。在前往陶源谷的路上，本

地 居 民 闲 坐 庭 前 ，年 轻 游 客 络 绎 不

绝，道路两旁遍布各种独特的美学建

筑、富有个性的店铺以及充满艺术气

息的空间，形成了一条景观独特的文

化 走 廊 。 即 便 是 破 旧 的 宅 院 上 的 一

处“天青舍”题字，也让人耳目一新。

正是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赋予了景德

镇人愈发从容的气质，也吸引着热爱

艺 术 的“ 景 漂 ”们 在 这 片 土 地 扎 下 了

根。

在景德镇，160 多处老窑址，108 条

老街区、老里弄遍布全城，构成了城市

的细胞和肌理。无处不在的文化遗存

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基本载体，守护

着瓷都的文化根脉。

眼下，景德镇正在申报世界遗产，

这将对景德镇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带来巨大的机遇。清华大学国家遗产

中 心 主 任 、建 筑 学 院 教 授 吕 舟 认 为 ：

“历史文化的保护、价值传播必然转化

为传承创新的根脉和源泉，而传承和

创新也将给景德镇的社会生活带来高

质量的发展。”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因皇帝赐名，景德镇全新亮相。2004年，在“景德镇”命名千年之际，景德镇市举办了

首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而今年是瓷博会走过的20年。20年来，这座“以瓷为媒，对话世界”的城市，不

断用小写的china（瓷器）传奇，讲好大写的CHINA（中国）故事，把“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今天的景德镇，从“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符号里不断积蓄能量，在突出原真性保护、突出

活态化传承、突出时代化表达中，将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让陶瓷艺术绽放活力，使千年非遗火热出圈。千年瓷

都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与独特艺术魅力，越来越鲜活地展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面前。

入窑是一色，出窑成万彩。景德镇，从来都值得人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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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左为陶溪川春秋大集，右为叶冬喜正在给游客讲解和展示陶瓷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