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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二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史俊棠 文｜

创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江苏
省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作为一家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集体乡
镇企业，因沐浴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春
风里，曾经取得了辉煌业绩。尽管后
来顺应时代变化，所有制形式和业态
多变，却在宜兴紫砂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之笔，为今日宜兴紫砂的繁荣发
展做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初创于潘家祠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南的社队
工业已崭露头角。农村各地纷纷谋
划创办工业，以解决长期“以粮为纲，
经济窘迫”的困扰。地处太湖西岸的
宜兴县周墅人民公社，分布在丁蜀镇
的东南西北，也就是在宜兴陶瓷工业
的周围。地处黄龙山的台西大队早
已为陶瓷工业在采矿供应陶瓷原
料。因此大家议论是否可以先办一
个紫砂厂。于是，说干就干，立即递
交办厂申请。当时宜兴县政府的思
想也比较解放，很快就收到了县计划
委员会（79）宜革计字第 283 号文件

“关于同意创办宜兴县周墅紫砂工艺
厂”的批复。

陶瓷工业的生产并不简单，从泥
料炼制到产品成型、窑炉烧成、出窑
检验、入库包装，是个全链条的过
程。虽然拿到批文，一旦要具体落实
就困难重重。第一步选址。鉴于当
时乡政府财力有限，因此就借用周墅
电子耐火厂的仓库，即现在的潘家祠
堂，前后三进15间木结构房子，进行
一些试探性摸索。二是招工。筹备
小组挨家挨户走访六十年代从紫砂
厂下放的人员，他们听说能办厂当然
欣喜。于是第一批姜小根、范永良、
邵新和、吴兰凤、董开生、刘卫大、许
洪奇等24人被招进工厂。三是原料
从何而来。直接去紫砂厂求援是肯
定不可能的，于是就由公社书记给县
委书记打了电话，要求他出面找陶瓷
公司领导批了一吨紫泥，开始了成型
试生产。四是窑炉烧成怎么办。好在
耐火厂有几条推板窑，但烧成工艺不
同，需重新调试窑温（因耐火烧成温度
高，紫砂烧成温度低）。让人高兴的
是，第一批烧出来的茶壶、花盆就很
好，产品送去向县委县政府、镇江地区
社队工业局报喜，领导们看了都说不
错，并且有镇江地区农行解决贷款15

万元。这样也大大增强了公社党委
办好紫砂工艺厂的信心和决心。

迁新址于百家口

周墅紫砂工艺厂挂牌于潘家祠
堂，刚刚起步就产销两旺，使大家看
到了希望。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厂
房拥挤，泥料自己无法加工，窑炉无
法新建，而希望进厂的农民兄弟众
多。公社党委顺应要求，立即商量扩
厂事宜。

记得那个晚上停电，在书记的办
公室点着蜡烛火，开了一个党委会，
我也被叫去列席。我提出来选址在
丁蜀大桥北堍的百家口，它毗邻紫砂
工艺厂，能做壶的农民又都住在附近，
于是最终决策在此地建厂。第一期征
地约60亩，打35立方米倒焰窑一座，
建简易厂房4幢，并着手建自己的原
料车间，招收工人200多名。除了成
型，还安排了刻字车间。

虽然新厂厂区扩大了，窑炉也建
了，但一年多下来，现状又已经远远不
适应产销两旺的势头，最为头痛的还
是资金如何解决。

其时，恰逢上海市花木公司来厂
要求订购大量紫砂花盆，但按我们那
时的生产能力，难以满足。我参与了
接待，并提出了能否请他们先支持些
资金，让我们能扩大生产能力，然后逐
年以产品的方式给以偿还，他们听了
觉得可以考虑。日后我和公社书记一
起去上海拜访，最后竟成功地签署了
协议，很快30万元汇来厂里账户。八
十年代初的 30 万元钱已不是小数
目。有了钱，首先解决窑炉问题，因为
窑炉的吞吐量是决定陶瓷业生产能力
和产品质量的关键所在。走访陶瓷公
司各生产厂家，发觉建陶厂新建的52
米隧道窑较为经济合理。公社党委立
即表示同意。

1982年3月，公社党委决定派我
到紫砂厂负责扩建，并从农机厂、耐火
厂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功夫不负
有心人，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1983年
9月26日上午，一座崭新的52米隧道
窑竣工点火投产，从此，周墅紫砂工艺
厂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
即，厂里送我去无锡干部学校学习
（1983年宜兴已划归无锡市）。回来后
任副厂长，不久就担任厂长，并有范永
良、韦照洪、吴兰凤等组成新的领导班
子。

更名为“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二厂”

新建隧道窑后，发展真有点迅
猛。1984年，上海的许四海毅然放弃
大城市铁饭碗来到工厂，特别是1985
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的大弟子徐汉棠
到来后，人才培养跨上新的台阶，很快
成立了研究所，由徐汉棠当所长，开发
了很多紫砂新品种，企业知名度一下
子有所提高。紧接着，1985年老厂往
西新征了30多亩土地，又建了一座同
样的隧道窑，于1985年9月23日点火
投产，三年建两座隧道窑，这在宜兴陶
瓷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同时，
新建8幢成型车间，扩大了原料车间，
建设能容纳600人的食堂和能停放几
百辆自行车的车棚。

1985年春，周墅紫砂工艺厂携手
上海滩的紫砂收藏家，在虹口公园举
办了第一次展览。邀请了上海的一批
书画家、文学家还有新闻媒体参加，继

而发起成立了上海紫
砂协会，大家推举我为
理事长，著名画家唐云
先生被聘为名誉理事
长。

那个时候，一方面
扩建生产，一方面拆迁
厂 东 面 和 北 边 的 民
房。徐汉棠老师联系
苏州的冯祖栋先生，请
来园林公司设计建造
了现在的东大门，飞檐
翘角的照壁、琉璃瓦的
顶，并请书坛泰斗沙孟
海书写了“宜兴紫砂”
四个大字，做成铜质大
字镶嵌在汉白玉上，熠
熠生辉，成为日后宜兴紫砂行业发展、
紫砂文化繁荣的宣传通用广告字体。
同年，还应上海豫园要求，送去了小型
竹节茶具，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来访时在豫园湖心亭喝茶之用，英国
女王用紫砂壶喝茶的照片后来在《人
民日报》《人民画报》上登载，至今影响
广泛。

此时，我们已不甘心原来的周墅
紫砂工艺厂厂名，费尽周折，排除阻
力，终于拿到（宜计84）字第68号关于
同意更改厂名为“江苏省宜兴紫砂工
艺二厂”的批复。

随着企业声名鹊起，各种媒体采
访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于1986年12月21日播出《办
企业就要雄心壮志》的长篇通讯。新
华社高级记者古平采写并发出了《中
年艰辛不寻常》的报道文章。1987年
8月我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农民企业
家，还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也就
是在这年，徐秀棠老师也来到二厂。
为发挥其艺术专长，特投资50万元，
花5个月时间建造一座大楼，成立了
雕塑分厂，任命徐秀棠为分厂厂长。
当时，紫砂雕塑在我国台湾市场需求
旺盛，搬进新大楼生产仅5个月，就盈
利50多万元，因此员工们都称这座大
楼为“三五”牌大楼。此幢楼至今保存
完好，36年后，经修旧如旧，仍然气势
宏伟，不失江南建筑风范。短短几年，
企业销售产销超千万，利润、创汇双双
超百万，企业员工超千人，“华艺牌”紫
砂系列产品获省优、部优，各种荣誉纷
至沓来，最后还被确定为全省 15 家

“乡镇企业排头兵”之一，1991年，二厂
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我本人也享有
市（县）乡（镇）的各种荣誉，还评为无
锡市优秀厂长三连冠、无锡市劳动模
范三连冠和江苏省劳动模范。

1990年8月21日，紫砂二厂携手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北京中国美术
馆主办“迎亚运——宜兴紫砂工艺精
品展”，农业部办公厅主任为我们在人
民大会堂召开展览的新闻发布会，著
名宜兴籍画家尹痩石题了展标，多位
重要领导人及农业部、外经贸部、轻工
业总会、中国文联的领导出席了开幕
式。

1992年，台湾民族文化基金会邀
请（艺人凌峰牵头）我和徐汉棠、徐秀
棠兄弟赴宝岛台湾访问，到政审时，我
已有官员身份，所以无法成行。而徐
氏兄弟如期访台，这是宜兴紫砂艺人
首次赴台紫砂文化交流（顾景舟是
1993年赴台）。在台湾他们受到隆重
的接待。鉴于徐秀棠对紫砂文化艺术
的贡献，台湾方面授予他全球中华文
化艺术薪传奖，和影视演员成龙、舞蹈

艺术家刀美兰一起领奖。
1990年，二厂举办了厂庆十周年

活动，评出了徐汉棠、徐秀棠、范永良、
吴同芬等十大功臣。时任江苏省乡镇
企业局局长梁鸿博特地赶来祝贺庆祝
大会的召开，陶都影剧院座无虚席，千
名员工自豪感溢于言表，这时的企业
可以说是到了发展的高峰。那时的企
业社保尚未开始，紫砂二厂已经为在
总厂的1000名职工办理了商业保险，
虽然额度不高，却也是乡里企业第一
家。

莫大的荣誉，是巨大的动力。此
时厂里已容纳不下仍然满腔热情、迫
切要求进厂的农民兄弟。于是，我们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经公社批准同
意，在乡坯集中的西望、双桥两个村，
各投资建造一个紫砂分厂。除原料统
一供应外，其余成型、雕刻、烧成、窑炉
等生产一应俱全，让农民兄弟就近进
厂做紫砂。

1992年5月，我到丁蜀镇先任副
书记后任镇长，离开了紫砂工艺二厂，
离开了我寄情倾心的创业之地。

一个欣欣向荣的陶文化中心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
的挖掘整理弘扬十分重视。宜兴作为
一个世界的陶都，真正的陶业生产几
乎全部集中在丁蜀地区。丰富的陶土
资源，悠久的制陶历史，庞大的陶瓷产
业，杰出的陶艺人才，灿烂的陶瓷文
化，让丁蜀真正成为陶业之都。千年
窑火生生不息，百代工匠不断繁衍，浓
厚的陶文化愈发繁荣。

现在，丁蜀镇政府花大本钱收回
了整个厂房和土地，开始打造一个类
似景德镇“陶溪川”模式的文化创意集
散地“陶二厂”，东部8幢原来的建筑，
包括厂部办公楼、研究所、陈列室、雕
塑分厂，一一修旧如旧，保持原风貌不
变，成为改革开放后，乡镇紫砂生产发
展的工业遗产。工厂的西部生产厂房
大部分推倒重建，按照文创中心为远
大目标的要求，新规划设计建造一批
现代风格的艺术馆、经营性用房，并又
扩大了面积，且建造了可停放600辆
汽车的地下停车场。

作为有着深厚感情于紫砂工艺二
厂的我，曾经在厂工作十年的经历，已
成为人生厚重的一笔精神财富。2002
年，宜兴市委市政府同意成立陶瓷行
业协会，并由我担任会长至今，仍然为
陶瓷紫砂行业的发展东奔西跑，来服
务这个行业。我将老骥伏枥，不忘初
心。不久的将来，昔日的紫砂二厂，一
定能成为焕发时代新气象的陶都胜
景，对此，我充满激情和信心，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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