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FENGHUA DAILY
综合新闻

新闻热线：88987777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王曙丹 版式：江佩泓 校对：胡和博 电话：88585607

泥火交融——一人一窑，淬炼紫金万千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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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遗邂逅古村，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在邬彬旭看来，当文化记忆找到物
质载体，技艺传承获得现代表达，便能
在守护乡愁的同时创造共富可能。

如今，走进庙后周村的“邬陶工
坊”，墙边置物架上堆满了作品，数组
亲子家庭在邬彬旭的指导下，埋头沉
浸在陶泥的世界里……每逢节假日，
便是邬彬旭最为忙碌的时刻，他化身
为大大小小学员口中的“邬老师”。

“非遗的传承意义莫过于可见可

感，让人人体验非遗，人人就是非遗传承
人。”这是邬彬旭交出的传承答案。平
时，他潜心守候一窑炉火，于方寸天地间
打磨指尖工艺；节假日，工坊推出全年龄
段陶艺研学班，以“非遗+体验”形式在
体验者的心间播下非遗传承的种子。

山水引客与文化圈粉的叠加效应，
让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如今的“邬
陶工坊”，已是颇具人气的网红打卡点，
昔日的清幽古村也由此热闹起来。这样
的变化，让邬彬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

想——将散落在奉化各地的非遗串珠成
链，将庙后周村打造成“非遗村”，以多元
的非遗文化赋能乡村发展。

2024年，邬彬旭应聘成为庙后周村
乡村CEO，也因势找到了打开非遗村的

“金钥匙”——打造非遗体验基地。借力
村里“沉睡”资源，邬彬旭投入30余万元
将废弃厂房整装一新，古色古香的非遗
体验基地破土而出。在这里，邬彬旭与
全区优秀非遗传承人合作，注入优质的
非遗资源，同时联动村里共富工坊，开发
非遗文旅产品，将非遗种子在乡村扎根
繁衍，打开乡村文旅发展新场景。

如今，“非遗村”的概念正渐渐成为

现实。今年 4月 25日，庙后周村迎来了
人流如织的一天，紫金釉陶器、王妈汤
圆、古砖瓦、阿国生煎、玻璃画……奉化
众多非遗亮相非遗体验基地，带来了一
场丰厚的非遗盛宴。“纵使非遗星星点
点，也能抱团成火。我们希望落地12个
非遗项目，目前已成功引入 9个。”说起

“非遗村”，邬彬旭目光如炬。
从一名手艺人到乡村振兴践行者的

转变，邬彬旭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
他也看到了非遗在古村的无限可能，他
憧憬，一张张奉化非遗名片在这片热土
上生机勃勃，于岁月沉香中绵延千年、璀
璨熠熠。

串珠成链 塑一座岁月沉香的非遗村

西坞依山傍水，蕴藏丰富的陶土
矿脉，曾出土大量珍贵的陶瓷器，千年
窑火在此绵延不息。从小在西坞长大
的邬彬旭对泥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父亲烧砖烧窑，母亲摔泥土坯，
我的童年是在泥中度过的。”泥土的芬
芳、温润的触感、自由延展的形态，都
是邬彬旭童年最鲜活的记忆。偶尔烦
恼时，捏团泥巴，便成了他排解情绪的
出口。

或许是父母经历过手艺人的艰
辛，就不希望孩子踏上同样的路。大

学毕业后，邬彬旭离家在宁波经营了一
家户外用具工厂，与童年中的“泥味”愈
行愈远。而他的创业路，充满了焦虑和
疲惫，每天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偶尔想
再去捏捏泥巴，时间都被工作挤占，“那
时，自由离我很远，整个人非常浮躁和拧
巴。”

改变，发生在 2015年的一个午后。
那天，邬彬旭陪着年幼的女儿走进了一
家陶艺店。一个多小时里，平时活泼好
动的女儿沉浸在陶泥的世界里，邬彬旭
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那些曾与泥土

亲密的时光，于悄然间苏醒，他说：“泥巴
仿佛有魔力一般，安抚了我所有焦虑不
安的情绪。”

彼时的邬彬旭，正深陷工厂订单下
滑、资金紧张的泥潭，妻子也因身体不适
住院，他的生活和工作仿佛失去了根
基。那一刻，邬彬旭决定让人生归零重
整再出发，与妻女约定，“给我两年的学
习时间，开一家陶艺店，做自己真正喜欢
的事儿。”

那一年，邬彬旭毅然停止了工厂业
务，收拾行囊，与妻女一同踏上了开往景
德镇的列车，开启了拜师学艺之路。在
这座千年瓷都，邬彬旭一待就是两年，从
学徒做起，一点点学习泥料配比、釉料调

配、拉坯修坯……一家三口沉浸在陶艺
中，享受指尖上的疗愈。

大概是自小耳闻目染，叠加工艺美
术专业的优势，让邬彬旭在陶艺学习中
显现出了极高的天赋，通常师父一点拨，
他便能融会贯通。找对适合自己的赛
道，邬彬旭有种如鱼得水的快乐。

那时，邬彬旭在工坊里，通常一坐就
是 10余个小时。揉泥、拉坯，施釉、
烧陶……白天学、晚上练，指甲缝里全是
灰泥，掌心结出了厚茧，腰更是酸得直不
起来。身体虽累，心却甘之如饴，他说：

“我在双手沾泥中找回了自己，所谓自由
与向往的生活，大抵就是这样吧。”

寻寻觅觅 开一家安放身心的陶艺店

深受家乡陶文化熏陶的邬彬旭，
2018年，学成返乡的第一站就来到了
庙后周村。眼前的景致，一如他记忆
中的清幽治愈、遗世独立，尤其当了解
到家乡有着丰富的紫金矿土时，心中
的工作室便有了雏形，“我要做奉化少
有人在做的工艺——紫金釉陶器。”

紫金釉，又名酱釉、缸釉，由于“紫
中带金，金中夹紫”的独特釉色，在中
国漫长的陶瓷器烧造史中独树一帜。
紫金釉器具，以前在奉化百姓家中常
能见到，由于紫金矿土具有较好的耐

蚀性，通常被制成水缸、盐罐等，然而由
于现代工业的冲击，该工艺逐渐凋零。

“在家乡做陶艺，是一件很温暖的
事。”有对泥土的热爱，更多的是想守住
家乡文化，邬彬旭说，“这是老祖宗的智
慧，不能断！”此后，他扎根庙后周村，建
起“邬陶工坊”，一人一坊，守着窑炉，与
家乡泥火为伴。

从了解紫金釉，到爱上紫金釉，邬彬
旭一次次着迷于它的变幻莫测。“每一次
配方与温度调整的背后，是上千个失败
品的累积。”邬彬旭眼里的手艺活，没有

捷径，更需要忘记时间——光是准备釉
粉，邬彬旭就耐着性子等待了三年。紫
金矿石经粉碎成矿粉，而后需要三年的
自然沉淀，釉水与胎骨才能在时光中慢
慢融合，形成质感上佳的紫金釉粉。

烧窑，邬彬旭又等了一年。“前期的
开窑就像开盲盒。”同一块矿石、相同的
配方，因窑内温度、湿度的些许差异，就
可能烧出天差地别的成品。从练泥、拉
坯、施釉到烧窑，经数小时的窑火淬炼，
邬彬旭等来的经常是“全军覆没”——不
是陶体开裂变形，就是釉层脱色斑驳。
看着眼前一个个瑕疵品，邬彬旭的热情
没有消减，反而愈发浓烈，“要把矿石当
朋友，相处久了，自然就能摸到‘它们’的

脾性。”
多年的守候和摸索，让邬彬旭与紫

金矿有了“默契”，最新一批的紫金釉茶
具成功开窑，釉面乌亮莹润、光可鉴人，
当阳光透过茶水，在杯壁衍射后透出绚
丽紫金。此刻，邬彬旭兑现了对妻女的
承诺，也使家乡窑火的传承绵延不绝。

2023年，邬彬旭在工坊上架了第一
批手工紫金釉茶具。邬彬旭的紫金釉陶
器虽耗时久，却因紫金矿石的独特性以
及手工艺加持，更显珍贵特别，也颇受市
场青睐。让他更为欣喜的是，次年，他的
紫金釉陶器烧制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与泥相守 烧一窑有家乡味的紫金釉

记者 陈扬 虞金辉 梅静 邢昊臻 王巧玲

时光如梭、岁月变迁，陶泥芬芳依旧，于匠
人指尖流转千年，淬炼万千光华，生生不息。

在西坞街道庙后周村，山翠扑帘、树阴流
径，堆满紫金釉陶器的“邬陶工坊”里，藏着宁波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紫金釉陶器制作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邬彬旭无数个与陶泥相伴的日夜——远
离城市喧嚣，捏一团家乡的土，上一层乌亮的紫
金釉，烧一窑热爱的陶器，这里不仅浓缩了祖辈
窑火燃烧的岁月，还有当代青年向往的生活与
归属。

本报讯（记者 王璐 单晓
峰 通讯员 葛梦园）6月18日，宁
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
系学生打造的公共艺术作品展——

“圆・融共生”在奉化城市文化中心
亮相。

展览现场，数十个呼啦圈在学
生手中完成华丽蜕变。创作要求学
生以“圆”为基本形态，运用织物、金
属、再生塑料等综合材料，在环形框
架内构建独特的空间艺术单元。每
一件作品都凝结着创作者的巧思，
独立展示时个性鲜明，组合拼接后
又形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天幕”，完
美诠释了“个体独特性与整体和谐

性共生”的创作理念。作品中，废旧
材料的运用传递了环保理念，材料
质感与光影效果的碰撞展现了空间
美学。

此场展览是棒集漫游艺术季
“漫生活，漫艺术”主题系列活动之
一，以呼啦圈为创意载体，不仅呈现
出“艺术天幕”的震撼视觉效果，更
彰显了环境设计专业产教融合的创
新实践成果，为城市公共空间注入
灵动的艺术气息。

本次展览不仅以年轻化的艺术
语言激活了公共文化空间，更通过

“艺术介入城市”的实践，探索了高
校服务地方的创新模式。

公共艺术作品展
点亮城市文化空间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 通
讯员 钟璐璐）昨天上午，由区教
育局主办的“第五届奉化区幼儿无
屏编程机器人大赛”在中园幼儿园
精彩上演。来自全区19所幼儿园
近130名小选手用智慧与热情共
赴这场充满趣味的科技盛宴。

比赛当天，ABC三组赛程依次
推进。随着主裁判现场宣读规则、
公布题目，小选手们迅速投入“战
斗”。他们紧盯操作部件，灵活运用
方向键等，操控机器人精准完成指
定任务。专注的眼神、娴熟的动作，
不仅展现出对科技探索的无限热

情，更透露出初步成型的编程思维。
经过一上午的角逐，最终凤麓

幼儿园教育集团丽都园区、金海幼
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江宸府园区、
中园幼儿园荣获一等奖。

“落实学前教育‘做中学、玩中
学’理念，将抽象编程思维转化为趣

味指令游戏，符合幼儿认知发展规
律，让幼儿在动手实践中自然感知逻
辑顺序与因果关系。”区教育局学前
教育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步将持续
深耕科创教育，丰富幼儿课余生活，
搭建更多创新实践平台，让科技之光
在孩子们的成长路上熠熠生辉。

童心筑梦科技场 编程启蒙向未来

第五届奉化区幼儿无屏编程机器人大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雪雁 单
晓峰 通讯员 邬丹盛）昨天，大
堰镇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15名留学生，
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叙利
亚、巴基斯坦等 11个国家，开启
了一场沉浸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田园风光深度体验之旅。

穿梭于层叠的山峦与澄澈的

溪流间，大堰的山水之美令留学生
们沉醉。在大堰灵芝基地，掀开大
棚一角，一株株灵芝菌盖如伞，正在
缓缓喷射灵芝孢子粉，东方“仙草”
的神秘令留学生着迷。“我愿称之为

‘中式咖啡’，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
量。”来自叙利亚的留学生在品尝完
灵芝茶后开心地说道。

在张家村，留学生们在师傅的

指导下体验点卤，看着豆浆神奇凝
结，古法技艺引起阵阵惊叹，留学生
们忍不住直呼：“这比实验室的化学
反应更美妙！”随着古老爆米花机一
声巨响，金黄的玉米化作“云朵”喷
涌而出，传统智慧让韩国留学生马
上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听到
声音、闻到香气，我理解了中国人常
说的‘烟火气’这个词语！”

此次活动不仅让国际青年感受
到中国乡村的生态之美，更在亲身
体验中加深了对东方农耕文明的认
知。随着支付、签证、航线等瓶颈持
续打通，中国如诗如画的乡村正加
速进入世界旅游版图，而大堰镇以
生态为基、文化为魂的乡村旅游凭
借其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世界
游客的目光。

外国留学生走进大堰感知乡村振兴“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