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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俊棠 文｜紫砂传承发展与乡村振兴

宜兴紫砂7300多年制陶史，淬铸
而大成于明中晚期，原本就从乡间走
来，明、清、民国时代的制壶大家，无
一不是农家子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的1954年，才由政府召集散落在乡村
的制壶人，成立了紫砂合作社，继而
成立紫砂工艺厂。

在那个年代时而因工厂任务足
量会下发一些紫砂产品到乡下加工，
因为上世纪60年代曾有一批紫砂厂
下放人员，他们十分愿意增加一些收
入，当时称之为乡坯。到了 80 年代
初，社队紫砂企业应运而生，二、三、
四、五厂瞬间崛起，仿佛又让宜兴紫
砂回归乡间，忙时务农、闲时做壶，一
部分农民找到另一只饭碗头。特别
是当时的周墅紫砂工艺厂，即后来的
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二厂，迅速发
展，成为江苏省乡镇企业的排头兵，
还分别在西望村、双桥村投资建了分
厂，让那里的农民就近上班，这为今
日农村紫砂传承发展打下了人才成
长的基础，也为振兴丁蜀的部分村经
济作出了较大贡献。从2010年前统
计的数据看，当时的农村家庭紫砂作
坊已达1.1万户。

从现在的丁蜀镇西望村、紫砂
村、双桥村、洋渚村、蜀山村、任墅村
等紫砂生产专业村的情况看，六个紫
砂专业村共有10233户，其中有6112
户在从事紫砂生产经营，占总户数的
59.80%，六个村共有村民26288人，其
中有13771人在从事紫砂生产，占总
人口的52.38%。从收入情况来看，以
西望村为例，2021年收入5—10万元
的 385 人，10—20 万元的 1460 人，20
万元以上的 585 人，人人住楼房，家
家有汽车，有的甚至有几辆，户户有
存款，这就是紫砂传承在振兴乡村中
所带来的物质文明。

紫砂传承发展在振兴乡村经济
的实践，是基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宜兴陶瓷组织和发展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下组织实施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宜兴的陶瓷经
济从国有资本序列中彻底退出，全面
民营化。加上本身紫砂行业的传承
适合手工家庭作坊形式，陶瓷经济全
面散落于丁蜀镇周边乡村。面对松
散的传承，作为行业组织，如何组织
乡村富余人员有序进行传承，如何通

过行业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规范传承
行为，如何通过传承队伍和传承效益
的扩大来反哺乡村经济和乡村建设，
这是多年来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一
直思考并付之于工作实践的课题。

实践之一：增强发展动力，培育
乡村陶艺人才。

人才是行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亦
是紫砂传承的主要元素。长期以来，
乡村紫砂从业人员技艺技术层面较
底，缺乏领军人物。因此，在实践之
初，把培育紫砂传承从业人员，提高
其综合素质作为重点来抓。一方面，
把乡村从业人员纳入陶瓷专业继续
教育和专业培训的范围之内，通过多
项艺术讲座和传统紫砂制作技艺、陶
刻、装饰等系列培训和比赛，提高技
艺人员的水平，受益人员达数千人，
其中乡村人员占65%以上，受训人员
形成辐射之势，不断壮大了乡村紫砂
从业人员的队伍，提升了他们的专业
水平。自2017年参加首届中国江苏
人才技艺技能大赛后，范泽锋、于洪
霞、范小君连袂获三届冠军，进一步
增强了乡村技艺队员的凝聚力，先后
出现了范伟群、顾美群、史小明、范泽
锋、喻小芳、范友良等一批中青年领
军人物，带动了一批高水平紫砂传承
人员的成长。同时，先后举办六届

“十佳优秀青年陶艺家”评选活动，确
保了紫砂技艺传承不断代，保持传承
动力。至2022年底，仅六个专业村紫
砂从业人员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达
2021人。并涌现了一批省、市、县“非
遗”传承人代表。

实践之二：增强发展活力，发挥
陶艺组织作用。

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成立以来，
先后成立了紫砂分会、陶
刻分会、原料分会等分支
机构，通过细化分工、精准
贴近行业服务，展开多项
专题活动，增强活力。如
紫砂分会与西望村范家壶
庄合作，举办紫砂诗词大
赛，一诗一壶，制壶陶刻合
作，环环紧扣的活动，新颖
别致，生动活泼，在业内和
业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去年 10 月份，协会和蜀山
村专业合作共同举办由省
人社厅批准同意的“蜀山
杯”制壶大赛，并组织洋渚
紫砂合作去济南办展和西
望紫砂合作去东莞办展。
在近十年来的实践中，协
会积极引导志趣相投、年

龄相仿的青年陶艺家，组织不同类型
陶艺团体，以增强紫砂传承中的活跃
细胞，许多乡村陶艺青年先后自觉参
与或组织了“紫砂九隽”“宜窑逸色”

“乐乐陶社”等松散型组织，三十位陶

艺家组成的“乐乐陶社”经常展开陶
艺活动，其乐融融；“紫砂九隽”“宜窑
逸色”组织赴京、沪等大城市进行巡
回展出，充分展示宜兴紫砂之风采。

“紫砂九隽”还组织“九隽讲堂”，至今
已办 12 讲，国内文化界多位大咖登
堂讲授，受众一万多人次。“九隽讲
堂”2021 年获中共宜兴市委颁发的

“十佳社会公益品牌”。

实践之三：增强发展合力，建立
村级合作社组织。

紫砂的传承毕竟是以手工作坊
形式而进行，其结构松散，难以形成
合力，在实践中，协会依靠镇村等力
量，注重整合相关的组织形式，实现
紫砂信息系统和资源共享和协同工
作。首先建设陶协网站，适时向社会
公布陶艺人员、陶艺作品、陶艺活动
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使乡村陶艺人员
获得信息而加以利用。其次，先后在
西望、洋诸、双桥、紫砂、任墅等村以
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各村的紫砂从业
人员，逐步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紫砂的
传承，找到了组织的依靠，获得了更
多的资源，进入了更宽广的平台，得
到了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同时，积
极发挥相关院校、大师工作室的作
用。由紫砂艺人自发组织、自筹资
金、自主开展的“振兴乡村经济（紫
砂）导师团”公益项目，由多名国大
师、省大师及一批技术能手组成的公
益团队下沉乡村，对丁蜀镇周边的广
大乡村艺人从文化理论、技能实践、
创新实践、线上销售等方面进行系统
培训。项目开展两年以来，已有 89
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与交流学习（有后
台数据），多名学员在全国陶瓷技能
比赛中获奖，近千人参与以庆祝建党
百年为主题的《陶润乡风·礼敬百年》
创新大赛，获奖作品在吴冠中艺术
馆、南京博览中心等地进行巡展，也
将应邀参加2023西部博览会。公益
项目获《人民日报》《学习强国》江苏
平台多次报道。

实践之四：增强发展定力，推进
乡村陶艺守正创新。

紫砂在乡村平凡的土地上，产生
出神奇的力量，这就是紫砂的魔力。
大浦村残疾妇女夏淑君因从业紫砂，
作品屡获好评而成为江苏省工艺美
术大师、市政协委员。汤渡村唐黎萍
因“诚信经营而出名的紫砂艺人”的
事迹荣登2019年中国好人榜。双桥
村部分紫砂艺人慷慨解囊，自发成立
扶贫解困组织，每年春节由村里提供
贫困户名单，由紫砂艺人登门慰问发
放解困金。多年来，协会根据宜兴市

委、市政府关于高质量发展紫砂的要
求，长期展开行业自律活动，适时推
出“德艺双馨”老艺人，影响一大批陶
艺从业人员。中国陶都陶瓷城常年
展开评选“文明城市经营户”“共产党
员示范岗”等活动，多家经营户获得
国家、省、市级市场管理部门的表
彰。经常性地组织慈善捐款活动，广
大乡村陶艺工作者积极带头，踊跃参
加，如顾美群、唐黎萍都是经常性公
益捐赠的践行者。

二十年来，推进宜兴紫砂传承发
展在振兴乡村经济的实践，出现了四
个可喜的局面。

一是富裕了一方百姓。大量的
乡村富余人员得到了就业，这对乡村
居民富裕、乡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6个紫砂专业村的医保、
农保、底保全面到位，高龄老人享受
养老金和老年金。从就业人员家庭
结构看，宜兴本地家庭3926户，外来
家庭 2186 户，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分
析，紫砂给本地带来了经济繁荣，同
时，大量的外来人员安居乐业，促进
了城乡的发展。

二是搞活了村级经济。特别是
主要紫砂专业村因紫砂而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许多先富起来的紫砂从业
人员带头修桥铺路，促进了美丽乡村
建设。近年来，仅六个紫砂专业村建
设美丽乡村投入9200万元，村村实现
了道路黑色、路边绿色，文娱活动场
所多处配备，大大提高了乡村环境品
位和服务功能。村级经济实力壮大，
如西望村集体净资产3500多万元，年
完成社会总产值12.8亿元，工业应税
销售6.5亿元，村集体净收入500多万
元，村民平均收入10万元。

三是使村民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表现在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家捶泥，
户户弄陶，道清水明，鸟语花香，陶情
适性，特别是和谐家庭、和谐村组的
创建，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乡村社会风
貌。西望等村先后获得江苏省、无锡
市、宜兴市文明村和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四是提高了乡村文化自信。乡
村紫砂从业者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人员达数百人，国展、省展屡获大
奖，名品名作走向全国各大城市，有
的甚至被聘为大专院校客座教授。
乡村艺人赴京故宫办个展已成旧闻。

乡村因紫砂传承的实践总体来
看是成功的，但展望未来，仍有较大
的发展提升空间，作为政府来说，要
抓紧原料开采保供，要加强市场经营
的监管，培养线上销售的专业人才，
以适应新的经营模式来拓展市场。
作为行业协会，仍会一如既往地抓好
手工艺人才培养，紫砂文化弘扬，以
节庆会展推动行业振兴。尤其是现
有的六个紫砂专业村，要认真总结宜
兴紫砂传承发展而为本村带来的可
喜变化，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在宜兴紫砂未来的传
承发展中，乡村大有希望，前景一片
光明。

宜兴紫砂传承发展在振兴乡村
经济之实践，需要各级政府的重视、
行业协会的继续推动、村支部村委会
的精心组织实施。这种实践，没有模
式，是一种新的尝试，还有许多方面
值得研究和探索，以求得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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