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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淘文

2024 年，对于范菊华大师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年
5 月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上，范菊华大师荣获首届传统工艺大国非遗工匠荣誉称号。今
年恰逢范菊华大师六十甲子之年，从艺四十余年来，她以紫砂
艺术为媒介，不断锐意创新，为传统紫砂艺术开掘出更多创意
源泉。她以不服输、敢争先的姿态，诠释出自身对于紫砂艺术
和美好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她用五色的陶泥捏塑出了一片充
满时代生命力的壶艺天地，为紫砂壶艺术注入更多创新融合之
美。

范菊华大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是一次行业的盛会，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为助力工艺美术事业
的发展办的一件大事、实事、好事。全国全行业的工艺美术从
业者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搭建的这个大平台上欢聚一堂，共同
交流探讨，为传统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共同把脉，携手铺就传
统技艺在新时期的全新发展之路。

“今年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我的心气很高。中国工
艺美术博览会既是百工献艺的大舞台，也是我个人艺术成果的
汇报演出。为了以全新的风貌迎接展会的召开，我在设计展
位、布展陈列、现场演示、同行交流、推介作品的各个环节里都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说实话，真的感觉很累，但是在我的心中
却始终充满激动和喜悦。在我60岁的甲子之年，能够获得首届
传统工艺大国非遗工匠称号，是我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提及
当时的参展感受范菊华大师激动不已。

融合创新
助力传统技艺青春永驻

走进范菊华大师工作室，陶香与茶香扑面而来，悦耳的丝
竹之声令人心旷神怡。展柜中的紫砂壶如同一个个富有生命
活力的小精灵，被范菊华大师赋予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机敏
灵活的松鼠、青翠欲滴的葡萄、虚心耿直的翠竹、甜润肥美的瓜
果、轻盈优雅的蜂蝶、睿智沉稳的松石……一件件光器、花器、
筋纹器仿佛从大自然中信手拈来，随之永恒凝固在陶泥之上，
散发出清新雅致的天然艺韵，全方位呈现出范菊华大师从事紫
砂艺术四十余年来的艺术追求和精神风貌。

记者初次拜访范菊华大师便被她的热情开朗所打动，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到：“听着戏曲搞创作让我每次
都有新的艺术感悟，艺术是相融相通的，我能从戏曲中挖掘出
别人无法理解的紫砂艺术魅力，看似我在‘不务正业’，实则是
在细心钻研与感悟紫砂文化更多的艺术表达形式。京剧是动
态美的艺术，紫砂是静态美的艺术，这两门艺术是一对佳偶天
成的‘神仙眷侣’。沉浸在戏曲中，我可以是雍容华贵的大唐贵
妃，可以是尽忠报国的杨门女将，还可以是机智勇敢的阿庆嫂，
手中的五色陶泥随着戏曲音律及剧情的推进仿佛也重获新生，
它们化作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我的手中编排成曲，将优美
的旋律与浓艳的艺术色彩永恒地记录下来。可以说，京剧和紫
砂在我的艺术之路上相融共生、美美与共，共同谱写出了当代
紫砂艺术创新融合的发展乐章。”

范菊华大师表示，京剧和紫砂两者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
处，首先这两种艺术始终没有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并深深根
植在每个人的心中，两门技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传承有序，
不断开花结果，充分诠释出“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发展
新理念。京剧与紫砂既可以登上高雅的艺术殿堂，代表中国传
统文化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可以走进
人间烟火的百姓生活。茶余饭后唱两段折子戏，品一壶清茶，
为平凡的生活增添更多艺术的色彩与高雅的享受。

近年来，范菊华大师不断尝试创新将中华国粹京剧与民族瑰
宝紫砂相融合，她的作品中凝聚了历史文化的积淀与创作者的激
情，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实践美学和生活美学的典范。

“我爱紫砂，爱京剧，爱生活，爱打扮，爱尝鲜，爱挑战，爱这
世间一切美好的新鲜事物，但唯独不喜欢墨守成规。”在范菊华
大师看来，有生命力的艺术不应是一枝插在瓶子里的花，而是
一面可以包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镜子。技艺传承虽然有一
些不可变的规矩和工艺，但是“守艺”不能是闭门造车，更不能
是画地为牢，艺术家要在一个有形的框架里，在保留传统工艺
不变味的基础上，不断向姊妹艺术和美好生活寻找扎根的沃土
和养分，并以此融汇创新，为传统非遗技艺赋予更具多元化与

时代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只有“根”不断地
吸收养分，“花”才会永不凋零，这就是传统
非遗技艺永不衰竭的生命源泉之所在。

与时俱进
只为做出一把“好”壶

范菊华大师 1964年出生在江苏省宜
兴市丁蜀镇西望村，其祖父是教书先生，祖
母是当地有名的制壶好手，在书香门第与
陶艺世家两股文化的滋养下，她从小就把

“紫砂情缘”深深地融入了血脉，将学好这
门传统艺术视作自己的人生追求，并给自
己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做壶必须做“好”壶。

范菊华大师向记者介绍：“在历史上，西望村的范家，曾经
涌现出范章恩、范鼎甫、范庄农家（静安）、范大生（承甫）、范锦
甫等一批制壶高手与名家。可以说，范家在中国紫砂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我从小就对紫砂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精神，并立志
成为范家新一代的紫砂艺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家里的人几
乎每天都在与紫砂打交道，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早早接触并喜
欢上这一传统工艺。我作为范家的后人，从小就受到了陶艺的
熏陶，在课余时间总会跟着祖母学习制壶技艺，我学着大人做
壶的样子，正儿八经地坐在泥凳旁反复实践，我的从艺之路也
从此开启。”

范菊华大师16岁的时候，紫砂厂开始招收学员，但是通过
试用期成为正式工，要求学徒三个月内做出的茶壶必须达到生
产标准。得知这一消息的范菊华很高兴，在她看来，能从事自
己喜欢的紫砂工艺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但望女成凤的父母
却希望女儿能继续读书，将来另有一番作为。范菊华大师用自
己的真心话打动了父母，两位老人同意并支持女儿的想法。她
在紫砂厂培训期间，凭借深厚的家学渊源加之对紫砂艺术的热
爱，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顺利通过紫砂厂的试用期。

“在当时行业里有个共识，能够进入紫砂厂工作就意味着
成为了真正的紫砂艺人。在紫砂厂时，我拜花器大师江建翔为
师，并先后得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以及紫砂名家何
道洪、江建翔的指教。在大厂和名师的共同促进下，我的技艺
突飞猛进，真正开启了自己的从艺之路，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
年。”范菊华大师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紫砂行业也迎
来了全面的发展。紫砂行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许多知名的紫
砂艺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但此时范菊
华大师却没有忙于大量创作作品，而是选择潜心深造，把主要
的精力放在学习传统工艺和文化理论研究上。她认为，紫砂匠
人想要得到大众的认可，必须要用实力说话。随着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范菊华大师对紫砂艺术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从艺心
态也更加淡定而坚定。她常对自己说：要学会做壶很容易，花
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就行了，但要做“好”壶很难，也许花十年、
二十年的工夫也难以达到“好”的境界。因此，她决定不再为做
壶而做壶，而是为艺术的执着与坚守做壶。

多年来，范菊华大师始终坚持每年都推出几件创新作品，
这是她十余年来对自己不变的要求。谈及紫砂艺术未来的发
展，范菊华大师说：“中国宜兴紫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紫
砂艺术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大师工匠，他们如同一颗颗星星，成
就了紫砂艺术的浩瀚银河。可以说，创新是贯穿紫砂艺术发展
的永恒主题，历代的匠人在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开启创
新之路，历代的紫砂大家都曾与当时的文人墨客进行联名创
作，为紫砂艺术不断注入新的时代语言，以此开创出更多应用
空间和场景，不断丰富紫砂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一门传承有
序的文化遗产。”

艺开新篇
老非遗焕发新活力

在范菊华大师看来，京剧和紫砂两个艺术门类的演进史
中，留下了众多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开山人”的足迹。京剧
从徽班进京的二百多年中，留下了各大流派的经典剧目，同一
个剧本、同一个角色经过不同流派艺术家演绎，创造出了各具
韵味的舞台表现形式。紫砂亦是如此，一把传统壶型只要稍加
调整，便会焕然一新。

范菊华大师以“松鼠葡萄提梁壶”为例，向记者讲述了一件
传统器型紫砂壶华丽变身的创作故事。她说：“‘松鼠葡萄’是
紫砂壶中的传统器型，历代制壶艺人不知做了多少把款式基本
相同的‘松鼠葡萄’。2011年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难道就一直这样把‘松鼠葡萄’做下去吗？当时一股强烈的创
作欲望在我的心里撞击着，于是当即下定决心要创新，要给‘松
鼠葡萄’一个新的‘生活空间’。为此，我开始反复摸索如何让
壶上的松鼠‘动’起来，如何让葡萄叶“飘”起来，终于功夫不负
有心人，经过反复设计，‘松鼠葡萄提梁壶’在我的手里诞生
了。这把壶的壶身圆润饱满，传统式样中的壶把被提梁代替，
在提梁与壶嘴上我还设计了带着疤瘿的松枝，壶身、壶盖上以
葡萄藤蔓点缀装饰，几只松鼠攀于藤上拾取葡萄，整体造型新颖
别致，装饰布局充满意趣，这件作品在第十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精品博览会上一举获得金奖。”

“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这句话是范菊华大师多年来坚持
的“从艺守则”。她除了精通光器、花器、筋纹器的紫砂壶制作外，
还掌握了一门壶上镶金嵌银的“绝活”。她认为，紫砂艺术的魅力
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在紫砂壶上用贵金属镶嵌出各种各样的图
案，也是丰富紫砂文化的一种艺术手段。一把紫砂壶，用金丝或
银丝镶嵌后，就会显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但是，要在紫砂壶上镶
金嵌银，技术难度大，容不得出半点差错。据介绍，制作一把镶金
嵌银紫砂壶，首先要在壶坯上刻出图案，待壶身烧成后再将金丝
嵌进去，这就要求线条的深与浅、粗与细完全一致，金丝嵌进去丝
丝入扣，天衣无缝，与壶浑然一体。此外，艺术家还要善于掌握泥
料的收缩性，在壶坯上刻画图案时，只要有一笔出了差错或是对
泥料的收缩性掌握得不好，就不会成功。范菊华大师凭着对紫砂
艺术的一腔热血与无限热爱，经过反复试验与研究，终于成功地
创作出了“镶金玉香如意壶”“镶金龙头老人壶”等作品，被许多紫
砂收藏者誉为制壶“全能手”。

“技艺传承既要讲好文化故事，又需要融入艺术家的个人情
怀。我在创作之余，经常会挤出时间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和文化演
出。我认为一个紫砂艺人必须走出去开阔眼界，在走进生活、走
进艺术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与沉淀，才能获得更多的艺术感悟
与生命理解。”范菊华大师表示，京剧有五彩缤纷的行头，紫砂有
五颜六色的泥料，京剧有不同的剧目和装扮，紫砂壶有不同的造
型和装饰；京剧演的是忠孝节义与唯美庄严，紫砂艺术塑的是文
人风骨与时代风姿……这两门艺术一静一动，一彩一素，共同将
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代风采具象化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我希望，在一代代宜兴紫砂匠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
紫砂艺术也能够向‘Beijing Opera’一样，真正地走向世界，为
全世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生活，热爱美的朋友，讲述一
段传递着中国精神与工匠精神的中国好故事，让越来越多的
人，品味到来自中国紫砂艺术散发出的陶韵茶香。”范菊华大
师如是说道。

从初出茅庐时的制壶厂学徒，到如今屡获殊荣的“60 后
艺术家”，范菊华大师在这条由五色陶泥铺就的艺术之路上走
了四十余年。“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
云……”京剧《穆桂英挂帅》里的唱词，恰是她对于紫砂艺术不
懈追求的最好诠释。

采访结束，范菊华大师感慨地对记者说：“有时候，我会经
常回想自己从艺之路上的点点滴滴，一幕幕往事就像一段段
精彩的折子戏，既有充满鲜花和掌声的高光时刻，也有泥泞黯
淡、负重前行的创业艰辛，但我对于紫砂艺术的追求却从未止
步。我将始终以锐意进取的精神，敢于创新的魄力，热心公益
的担当，去践行一名紫砂女匠的责任与坚守，在宜兴紫砂艺术
的百花园中，培育出更多闪耀着时代光彩的陶苑奇花。”

五色陶泥传戏韵 一曲清音共茶香
首届传统工艺大国非遗工匠范菊华谱写当代紫砂壶艺新篇章

范菊华，首届传统工艺大国非遗工

匠，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上海星锐工艺

美术大师，上海轻工工匠，高级工艺美术

师，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一级/高级技

师，上海工艺美术行业协会陶艺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宜兴市三八红旗手，江苏省

陶瓷行业协会会员。

大师简介

范菊华大师（左一）在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现场展示紫砂壶制作技艺

杨贵妃扮相的范菊华大师与作品杨贵妃扮相的范菊华大师与作品《《贵妃醉酒贵妃醉酒》》合影合影

《《状元帽状元帽》》 《《梨园京韵梨园京韵》》《《醉酒百花亭醉酒百花亭》》 《《青衣花旦青衣花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