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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对越窑青瓷的一种生动描绘。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
系，堪称中国瓷器文化的源头。它温润如玉，类玉如冰，拙朴规整，淳厚稳重，简洁纤细而生动，素有“母亲瓷”的美誉。

奉化白杜的越窑青瓷烧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秦朝，为中国瓷器发展历程开启了全新的纪元。这不仅是家乡的骄傲，更是无数
人心中温暖的记忆。青瓷的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工匠们的心血与传承，独特的釉色与造型更是从千年历史中走来。

近日，15名奉化小记者来到奉化区越窑青瓷研究所，走进青瓷的世界，亲眼看到一块块泥土是如何变成精美的青瓷，亲手体验青
瓷的制作，亲身感受了一番这历经千年的传统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

千年窑火千年窑火 青瓷匠心青瓷匠心

奉化小记者探寻青瓷的前世今生奉化小记者探寻青瓷的前世今生

这个周末，我踏着七彩云来到滕头村，参加了一场
浸润着泥土芬芳的文化盛宴——越窑青瓷小记者大咖
见面会。当指尖触碰到湿润的陶土时，1300年前在这
片土地上跃动的窑火，仿佛穿越时空在我掌心重新燃
起。

手工体验环节宛如打开时光胶囊，周教授手中的
陶土在晨光中泛着微光。“越窑青瓷的密码就藏在每个
细节里。”他示范着乌篷船制作：七根泥条需如琴弦般
匀称，两条横梁要似屋脊般挺括。我屏息凝神，看着泥
条在指缝间游走，突然领悟到古人“九秋风露越窑开”
的执著——当第八根泥条完美贴合船身时，掌心传来
的温热竟与历史课本中描述的唐代窑工掌温重叠。

当老师看到我的作品时眼睛一亮：“这个‘奉’字有
什么特别意义吗？”我骄傲地回答：“因为我是奉化小主

人呀！古时候乌篷船载着青瓷去各地，现在我要让全
世界都知道我们奉化的宝贝！”说着又捏了几个小碗小
碟摆在船里，就像古代运瓷器的场景。

当周教授宣布我和穿黄衣服的小男孩获奖时，我
开心地跳了起来！老师送的福袋里装着青瓷香囊瓶，
摸起来凉凉的特别光滑，还散发着阵阵清香，同样让人
陶醉。周教授说：“你们要当青瓷文化的小卫士哦！”

回家路上，衣襟残留的陶土清香萦绕不散。我忽
然懂得，所谓文化传承，不仅是复刻古老的形制，更是
让千年匠心在新时代的掌纹里获得新生。当我们的指
尖也能捏塑出历史的温度，那些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便真正拥有了延续生命的可能。

指导老师 王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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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中心小学406班小记者 蒲彦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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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津实验学校104班小记者 吴青攸

星期天，我来到越窑青瓷研究所。一进门，就看
见了一件件美丽的青瓷，它们像一颗颗星星好看极
了！特别是那盘古老的瓷片最吸引我，周教授说：

“这些瓷片有 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有的有纹路，
有的很光滑。

最让我开心的是捏乌篷船，先用陶泥搓出七八
根大小相同的长条，再把它们组合起来，接着再做一
块长方形的船顶，并用竹刀在上面画上纹路，这样就
做完了。这个活动真是太有意思了！

指导老师 沃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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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贞书院201班小记者 程泓景

前两天，我同其他奉化小记者一起，走进了越窑
青瓷研究所。

周教授带着我们先来到一个长桌前，上面放着
很多从奉化白杜遗址挖掘出来的文物原件。有青瓷
碎片、支钉，还有因为各种原因烧制失败的产物。周
教授说，正是这些破碎的半成品，才让后人了解到千
年前的匠人不断改良工艺的艰辛过程。

最神奇的时刻到了，周教授拿起一个绳索纹青
瓷罐告诉我们：“我手上这个是仿制品，真品在奉化
博物馆，出土于白杜遗址，把中国烧制成熟青瓷的年
代向前推进了整整两百年！”他让我们猜一猜，为什
么罐子的底部有五个凹坑，我们谁也答不上来。后
来周教授说，这些其实是古代工匠的手指印，他们需
要抓着罐子倒扣着上釉。我将手指一一放进那些凹
坑里，仿佛能感受到古代工匠在窑火旁劳动的温度。

最后，周教授教我们用泥巴做了一艘乌篷船。
他告诉我们古代瓷器做好以后，都是用这样的船通
过水路运输到全国各地的。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原来瓷器不只是冰冷
的器物，而是土地的记忆，是匠人的诗歌。我想让更
多人知道奉化的越窑青瓷，也想像工匠爷爷一样，不
断探索，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指导老师 杨梦艳

上周五，妈妈说帮我报名了奉化小记者组织的大
咖见面会，我满怀期待地等到了周日，终于在滕头的越
窑青瓷研究所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的探秘活动。我觉
得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体验，更像是一次与历
史对话、感悟匠心精神的难忘经历。

刚走进研究所，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展厅内，
一盏盏柔和的灯光，静静洒落在一件件精美的越窑青
瓷上。它们有的线条简洁流畅，勾勒出古朴典雅之美；
有的雕刻细腻入微，花鸟鱼虫跃然瓷上，仿佛在讲述着
千年的故事。接着，传说中的大咖——研究所的负责
人周鸿教授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向我们介绍的青釉绳索纹瓷罐。他告诉我们这个瓷罐
是东汉时期的产物，真品收藏于奉化博物馆。它的出
现，将我国烧制成熟青瓷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两百年。
看着那绳索纹排列规整，色泽青翠的瓷罐，我似乎看到
了古代工匠们在昏暗的作坊里，全神贯注、精雕细琢的
身影，每道工序都倾注着他们对瓷器的热爱和对技艺

的执著。
在随后的陶泥体验环节，更是让我对这份古老技

艺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湿润柔软的陶泥在手中时，它
就像个顽皮的孩子，难以驯服。我一次次尝试，想要塑
出心中的模样，却总是失败。就在我气馁之时，心中默
念：“别着急，静下心来，感受陶泥的力量，与它对话。”
我深吸一口气，慢慢调整节奏，手指轻轻按压、揉搓，一
艘小小的乌篷船渐渐有了形状。那一刻，我体会到匠
心制作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场心灵的修行，需要极大
的耐心和专注。

活动结束后，我带着亲手制作的“乌篷船”和满满
的收获踏上了归程。这次越窑青瓷研究所之行，让我
明白，古老的技艺不应只存在于博物馆中，它们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发扬。生
活在依山傍水的奉化，我愿将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化作生活中的点滴力量，让更多人了解越窑青瓷，让这
千年匠心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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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敬小学405班小记者 袁夕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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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王庙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代梓宏

今天对我来说，是超级特别的一天！我有幸跟着
奉化区融媒体中心的大记者们，走进越窑青瓷研究所，
聆听周教授为我们揭开越窑青瓷的神秘面纱。

周教授特别亲切，他耐心细致地给我们介绍出土
的青瓷文物，还讲解了越窑青瓷的陶泥制作过程，那些
复杂的步骤，听得我眼睛都直了。讲解结束后，周教授
带着我们去参观了乌篷船。原来，做好的瓷器会被小
心翼翼地装上乌篷船，运到各地去售卖。

最后，我们来到制作青瓷的工作室。周教授给我
们每人发了一大块陶泥，教我们捏乌篷船。我心里想
着，这还不简单！可一动手，才发现太难啦！陶泥在我
手里一点儿都不听话，怎么捏都不像样。不是这里塌
了一块，就是那里歪歪扭扭。但我没打退堂鼓，一次又
一次地尝试。也不知试了多少次，一艘虽然不太完美，
却满是我努力痕迹的乌篷船终于出现在我手中，那一
刻，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这次活动让我深深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真的太了不起了！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
学习，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让越窑青瓷的
光芒永远闪耀！ 指导老师 励娟

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探寻青瓷的秘密
岳林中心小学303班小记者 杨宇辰

今天，我很幸运参加了期待已久的奉化小记者活
动——探秘越窑青瓷。

到了滕头，一下车，一阵冷冷的春风吹过来，我不
禁拽紧了衣服，把手伸到了口袋里；河里孤零零的乌篷
船有些“身不由己”地晃啊晃；一旁的樱花满天飞舞，空
气中弥漫着各种花香，沁人心脾。

走着走着，映入眼帘的是“宁波市奉化区越窑青瓷
研究所”这几个大字，带着好奇，我走了进去，这时已有
几名奉化小记者在里面了，他们东瞅瞅，西看看，叽叽
喳喳地讨论着，我的眼睛也被各种精美的青瓷器所吸
引，青蛙茶壶、福袋、布袋和尚的布袋……应接不暇。

过了一会儿，和蔼可亲的周教授开始给我们讲有
关青瓷的历史文化和价值，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收获了
不少知识。

最后是我们最喜欢的陶泥环节了，周教授让我们
每人做一个乌篷船。我拿出陶泥，把它搓成五个小条，
拼在一起就是“竹筏”。再拿来一大块陶泥，搓成一个
长方形的“饼”状，拱到“竹筏”上，再刻上图案，一艘栩
栩如生的乌篷船就完成了。

探秘活动在周教授孜孜不倦的讲解和小记者们的
努力下完美结束了。

今天，我参加了奉化小记者的活动，参观了越窑青
瓷研究所，还见到了“大咖”周鸿教授！他戴着眼镜，笑
眯眯的，像一本会走路的“青瓷百科全书”。

活动开始的时候，周教授拿起一个青绿色的福袋
问：“小朋友，猜猜这是什么时候做的？”我们七嘴八舌
地喊：“清朝！”“唐朝！”“宋朝！”周教授狡黠一笑：“错
啦！是——古代！”我们都愣住了，接着也跟着笑起来，
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接着，周教授给我们看了一块青瓷碎片，边缘像海
浪一样起伏。“这可是几百年前的真实碎片哦！”我小心
翼翼摸了摸，凉凉的、滑滑的，仿佛能摸到时间的痕迹。

最让我兴奋的当然是动手做青瓷的环节！周教授

给我们每人一团黄黄的泥巴，我学着周教授的样子，把
泥巴搓成小条，再把这些小条拼成船身，又做了一个半
圆形的船篷，最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成了一艘小小的
乌篷船。接着是我们自由发挥的时间了，我做了《哪吒
2》里的小石矶娘娘和她的铜镜。周教授看到说：“这是
现代版青瓷文创啊！”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泥巴沾
在手上，心里却美滋滋的。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青瓷的魅力，就在于每
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看着沾满泥巴的手指，突然
觉得：原来发光的不是泥巴，而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在
我们手里，变成了新的故事！

指导老师 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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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敬小学305班小记者 沈佳何

春日的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在青瓷展柜上，冰裂
纹在釉色中舒展，仿佛千年时光的涟漪。今天，我有幸
作为奉化小记者走进越窑青瓷研究所，与青瓷大师周
鸿教授面对面，触摸越窑青瓷跳动的文化脉搏。

周教授变魔术般从木箱里捧出唐宋时期的青瓷残
片，那些泛着幽光的碎片在他手中拼凑出历史的轮
廓。“你们看这荷叶盏”，他轻轻转动展品，釉面在光影
中流转出湖水般的涟漪，就像给瓷器穿上了一件会呼
吸的衣裳。

周教授还细致地为我们讲述了越窑青瓷的发展历
程，从最初的粗犷质朴，到后来的精致细腻，每一次的
变革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周教授说，从东汉

的原始青瓷到北宋的秘色瓷，一代代匠人传承的不易，
他们用指纹在泥土上写就中华民族文明史。我惊讶于
这古老工艺的魅力，敬佩那些默默传承的先辈们。

最让我难忘的是欣赏了滕头的乌篷船，亲手塑形
的体验，当湿润的陶泥在掌心缓缓舒展，我忽然理解了

“器物有魂”的真谛。
活动结束，我再次回首那一片片青瓷标本，那抹温

润的青色，将在我们心中长出文化的根须。作为新时
代的小记者，我要用手中的笔，让更多人听见越窑青瓷
穿越时空的清音，让这抹中国色永远鲜活在文明的苍
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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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溪小学405班小记者 闫梓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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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津实验学校211班小记者 王董祎

周日，我以奉化小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越窑青瓷活
动，原以为只是普通参观，没想到却开启了一场充满惊
喜与收获的文化盛宴。

踏入活动场地，桌上的越窑青瓷散发着独特光芒，
瞬间吸引了我。越窑青瓷历史悠久，从商周原始瓷起
步，历经千年，在唐宋达到鼎盛，是“南青北白”瓷业格
局中南方青瓷的代表，有“母亲瓷”的美誉。这不仅是
瓷器，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书。

制作环节充满挑战与乐趣。我学着周教授的样子
揉泥，当双手接触泥团，感受到它的柔软与韧性，仿佛
与古老的技艺有了直接对话。随着手指的移动，泥团
慢慢变成了一艘小船。那一刻，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次小记者活动，让我收获颇丰。不仅了解了越
窑青瓷的历史文化，还亲身体验了制作过程，更学会了
如何与人沟通交流。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传统
文化的使命。我愿成为文化传承的小小使者，让更多
人了解越窑青瓷，让这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
芒。 指导老师 徐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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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敬小学305班小记者 王梓妍

“这个罐子怎么这么小呀！”“快看这些波浪花
纹！”朝气蓬勃的惊呼声在展厅里起起落落。此刻我
正和其他奉化小记者在越窑青瓷研究所里，感受着
越窑青瓷的精致生动细数着千年前的匠心传奇。

参观环节中，研究所的周教授重点为我们介绍
了青釉绳纹瓷罐，乍一看可能有点平平无奇，但因为
它的出土，我国烧制青瓷的历史往前推进了两百年，
虽然我们今天看见的只是复刻版，但我还是觉得很
神奇，毕竟这是来自东汉的古人智慧。当我用指尖
轻轻触碰它的时候，我听见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似
乎我正和千年前的古人在对话。

到了我期待已久的手工环节，摸着手心那团湿
润的瓷泥，凉丝丝的触感仿佛山间溪水。今天我们
要做的是刚才在研究所外观察过的乌篷船，周教授
为我们演示了如何制作，可是我总是不得要领，我的
泥团像头倔强的小兽不听我的小手指挥。肯定是我
太着急了，于是我静下心一根根慢慢揉搓船底，再做
船篷，最后把它们轻轻粘连组合。噔噔噔，不怎么完
美的乌篷船总算完工了！多余的瓷泥就到了我自由
发挥阶段了，想到《哪吒 2》中可爱又自信的石矶娘
娘，我就动手做了一个石矶娘娘让她成为我乌篷船
里的第一个乘客。

搓着沾满瓷泥的手掌，我们此次的小记者活动
也进入尾声，看着大家各有千秋的作品，再看看我的
乌篷船和石矶娘娘，虽不完美但我很喜欢，就像展厅
里简单朴素的青瓷都是每个匠人的用心制作，我的
乌篷船也是我通过不懈努力完成的作品呢。

指导老师 范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