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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康文化的符号之一，安康土陶是安
康劳动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盖盆、
酸菜坛子、黑碗、黑陶锅、酒缸、酒壶等餐、炊、
茶、酒器具生活用品，均有其身影。 土陶鼎盛时
期，制品种类达百余种。

安康土陶历史悠久，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
制作工艺———两根细木棍 、一截木头 、一根细
铁丝、一个转盘、几块木板和若干托盘，这就是
安康土陶制作所需的工具了。 工具虽然简单，
却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制陶人的梦想。

张正满： 从小听惯了父辈们摔泥巴
的声音

提起安康土陶，不得不提到盆盆窑。 盆盆
窑位于汉滨区新城办境内的 S308 安平路旁，在
上年纪人的记忆中再熟悉不过了。 在那个工业
欠发达的年代，厨房用的面盆、酸菜坛子、碗，喝
茶喝酒用的壶、酒罐、酒杯，起夜用的尿壶都出
自这里。

张正满、张正凤兄弟俩就是盆盆窑土生土
长的土陶手艺人，从小听惯了父辈们摔泥巴的
声音，早已知晓了在转轮盘上泥团的轻重和关
于土陶的无数个传奇故事。

张正满说，安康的土陶大多是黑陶，之所以
称之为黑陶，是因为其通体黑色。 和别的土陶
相比， 在烧制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渗碳工艺，
让窑内燃烧的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熏
黑，从而形成黑色陶器。 盆盆窑是黑陶的一种，
安康当地的土陶手艺人并非土著，而是来自于
湖北麻城。 有着土陶手艺的张氏祖先，迫于生
计离开了土陶原料土所剩无几的故乡，一路向
北在盆盆窑附近发现了能够制作土陶的原料
土，便在此凭着手艺安身立命，一代代繁衍下
来。

盆盆窑选料讲究、做工精细、品种单一，是
一种低温陶器，从选土到制胚，再到烧陶，十道
技艺工序，从采集陶土到陶制品完成要历经一
个月左右。

张正满主要做的是盆。 在他的操作间内，
一张简易的案板上， 张正满正在用力地揉着
泥。 时不时挑出夹杂其中的大颗粒石子，或撒
上细沙草木灰混合物继续揉合泥土。 待手中的
泥团和熟了，张正满随手拿起放在一旁的细铁
丝，分出一小块泥土，坐在自己坐了几十年的
工位上，不断地抛翻直至不规则的泥团变成球
状，再双手用力一甩泥块，球状的泥团在转盘
上变成了半球状。 张正满开始转动转盘，借着
惯性熟练用双手掌心拍打，接着换掌心为半握
拳，一手转轮盘一手在厚饼状的泥团中砸出一
个盆状的雏形。 启动电动轮盘，随着轮盘的高
速运转，张正满单手伸向旁边的水盆，拘两小捧
水，待盆壁都完全沾上水，便开始了双手塑形。
在张正满的手中，原本盆状的泥团变成了直筒
状、倒扣碗状，再由倒扣碗状塑为直筒状，捡起
水盆中一截光溜溜的柏木木头将盆底压平后，
双手沾水使盆内外壁光滑平整，便开始塑盆边
成型，然后，才拿到院坝晾晒。 当制作好的土坯
由土棕色变成土黄色的时候，张正满就会将其
收起来，然后烧制。 烧窑火候掌握至关重要，火
候不到就不是土陶了，烧得过了也会变形甚至
还会开裂。

“比起以前，现在的定制需求更突出一点，
事先根据客户的需求制作不同的土陶制品。 轻
便的不锈钢、塑料产品取代了有一定重量的安
康土陶制品……”这种被使用了上千年的安康
土陶器具数量正在骤减，张正满介绍说。

张正满兄弟俩已是盆盆窑的第五代土陶手
艺人， 也见证了盆盆窑的辉煌与现在的低迷。
建国初期，国家鼓励农民传帮带，成立互助组，
盆盆窑附近便建起了主要制作面盆、盖锅盆、泡
菜盆等的黑陶制作窑。 当时，黑陶产业颇具规
模，远近闻名，后成为地方国营企业———安康
黑陶制作厂，吸纳本地有制陶手艺、有劳力、有
兴趣的人入厂，最多的时候工人近百人。 鼎盛
时期，盆盆窑约有 70 口窑。每年产量达 10 万余
件，产值万余元。 1988 年，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安
康，经济市场活跃了，很多人不再留恋这个又脏
又累的行当，谋寻其他门路。 如今只剩下两家，

年产量万余个。
眼看着自己该“退休”了，面对记者的提问：

“哪些人可以传承你的衣钵？ ”张正满笑呵呵地
说：“只要愿意，谁来学都行。 ”

张勇： 跟着父亲与软乎乎的泥巴打
交道

1980 年出生在黑陶世家的张勇，2014 年从
年迈的父亲手中接过现在的黑陶作坊， 距今已
有 5 年了。谈起自己是怎样走上黑陶这条路的，
张勇是满满的回忆。

“我从小就围在父亲的旁边打下手。 上学
后，一放假就给父母帮忙；初一时，完成了自己
的第一个土陶制品。 毕业后，看着邻里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向外谋生的时候，我也跟着外
出务工的人流，到天津、广东服装车间，进学校
经营食堂，最终还是依然回到盆盆窑，跟着父亲
与软乎乎的泥巴打交道。 ”张勇说，对于承传父
辈的土陶手艺也是在各种“机缘”共同作用下完
成的，用张勇自己的话说，“上学不多，就是一大
老粗，别的手艺又不会，出门创业难，土陶制作
相对简单，父辈们的客户比较可靠、收入相对稳
定。 ”

土陶制作看起来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张勇
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从零学起就不是那么容易
了，每一个操作都是细节、每一道工序都有技
巧，而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错误都可能失败。张勇
不放弃每一个细节，反复练习、揣摩，经过三年
努力，终于可独当一面。 2014 年春天，张勇从父
亲手中接过土陶“衣钵”。 自此，张勇就“主刀”
盆盆窑，父亲退居“二线”，母亲、妻子打下手。

张勇主打产品是盖盆、酸菜罐罐、黑碗和用
于丧葬烧纸钱的“孝子盆”，他也尝试过创新“新
花样”、 拓展土陶种类， 但无人问津只有作罢。
客户电话联系，或者亲自上门订货，他们按着客
户给的规格尺寸，烧制完成后，通知客户上门拉
货，或者找车代发。

虽然目前产量供不应求， 张勇也打算过引
进机械，扩大生产，但由于所居住的地方属于城
市规划区，可能随时面临拆迁，加之规模化的生

产需要大量的黄土， 眼下也没有合适的场地。
只能是仅着现有的院坝进行小规模生产。 对于
收入，张勇自己算起了账。 天气好了一个月能
烧一到两窑，一窑能烧五六百个，一年按 10 个
月算， 至少 1 万多件。 在张勇处定制土陶制品
的除了全市各县区外，当然也会有邻近省市的
客户下的大订单。 但“愁作不愁卖”的张勇，只
能优先供应老客户和市内各县区客户。

黑陶的烧制不受季节影响，但雨水过多晒
坯、烧制都有影响。 要想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面对盆盆窑土陶制作的未来，张勇感慨道：
“到我这里算是接上了，可能在我这儿也就结束
了。 ”

传承：守护黑陶制作的星星之火

相比于出生土陶世家的张正满兄弟、张勇，
1986 年出生的来显军算是新手。 自幼酷爱泥
巴，但都是“自娱自乐”，直到上了小学二年级
时， 随着父亲到汉阴县蒲溪镇的陶瓷厂批发坛
子， 才有了坛子是用泥巴烧制成的 “重大发
现”。 从安康第二师范学校美术教育专业毕业
后，来显军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幼教，后到深圳
打工，再到厦门一陶器厂做陶笛。 来显军发现
自己兜兜转转， 还是回到了自己酷爱的土陶
上。

来显军在校期间，泥塑技艺获得泥塑艺人
季夏的传授指导， 擅长泥塑人物肖像的创作，
这为他传承制陶技艺奠定了基础。 通过多年不
懈努力，来显军在不间断地反复练习和实践中，
逐步熟练掌握了制陶的选料、塑型和烧制的核
心技艺，能够将脱胎泥塑和直接塑造以及素泥
和彩绘的技巧， 娴熟地运用到作品的创作中。
他的作品以石梯黄泥为原材料，制作出实用性
土陶烧水壶、茶器、酒器，观赏性陶塑艺术等。
2013 年， 来显军成立汉水瓷艺术工作室，2016
年，其工作室被命名为汉水土陶制作技艺传习
所，他本人被确定为市级汉滨泥塑代表性传承
人，致力于挖掘、保护、传承制陶技艺。

十多年来，来显军醉心于制陶技艺的传承
与创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也遭受过各
种各样的非议，有人说他傻，不务正业，整天跟

泥点子打交道， 没出息； 还有的人说他虚度青
春，不会挣钱。 他也曾动摇过，但他热爱陶艺，
也是汉滨泥塑制作技艺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他
说：“我要力争做一名优秀传统技艺的传承者、
传播者， 让更多人通过汉滨泥塑了解安康人文
故事，让汉滨泥塑成为安康文化的一张名片。 ”

与来显军一样， 肩负陶艺传承使命的张国
庆，一直致力于实用性陶器的恢复和研制工作，
他针对陶器硬度不够、 容易漏水等问题进行了
创造性革新， 研制出物美价廉的陶杯等新型实
用陶器。张国庆说，他一定要把龙山黑陶的实用
功能恢复成功，这样不仅能激活制陶手艺，更好
地传承黑陶文化， 也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
遗产更好地造福后人。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干这个啦，跟着我
学的都是 40 多岁的中年人。”说到这里，张国庆
显然有些失落：“他们不喜欢， 觉得干这个挣不
到钱。 ”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断在自己手里， 张国庆
广收学徒，不遗余力地教授技艺，还将陶瓷厂的
收益拿来激励他们好好干下去，甚至“强迫”自
己的女儿学习这门手艺。在他的带动下，女儿和
侄子在工作之余也常常学习制陶技艺， 并有望
成为下一代传承人。

张国庆说：“我这一辈子也没别的想法了，
只能干制陶这一件事儿啦，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
人能够把老祖宗留下的技艺发扬光大! ”

安康市委、市政府在加快建成
西北生态经济强市，聚力建设幸福
安康的春天，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号角，这是时代所需，民心所
需，发展所需。 “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是一个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极具价值的城市品牌。“秦巴明珠”需
要文明城市来擦亮，“幸福安康”需要文明行为来支撑。

追溯安康近十几年的城市创建历程，从创建森林城市、旅游城市、双拥
城市等等，到全国卫生城市创建的“八年奋战”，安康儿女齐心协力，砥砺奋
进，摘取和守住了一块又一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 含金量高、创建难度大
的荣誉，背后一定是汗水、泪水的簇拥和奉献、贡献的叠加，历经千辛万苦。

创文既是党委政府的决策，又是广大市民的期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
要广大市民自觉主动参与， 外地创文总结了这样一个恒等式：“市民参与
率=创建成功率”，《孙子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 我们不仅要求他人不要
乱扔垃圾、不要横穿马路、不要占道经营、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出言不逊等
等，重要的是自己要以身作则，规范言行，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垂
范。

要凝聚广大群众关心创建、支持创建、参与创建，养成健康、科学、文明
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领导干部要带头做示范、做表率、能坚持。 比如，车辆乱
停乱放，我们的执法车辆可不可以带头？ 比如不乱扔垃圾，我们的党员能不
能率先垂范？ 比如乘车就诊排队，我们的干部能不能不插队、不加塞？

人是城市文明的基础和细胞，其实，每个人都渴望文明，无论成功者还
是奋斗者，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或多或少有“当文明人就是人上人”的
潜意识。 因为文明是一种向往，是一种素养，是一种气质，是一种洒脱，更是
一种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文明不是攀比，金钱、地位、权杖不能替代文明。

“人民城市人民建”这道理大家都懂，关键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把每
位市民的积极性、荣誉感调动起来了，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杜绝公
共场所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让车
辆、行人各行其道，让扶弱助残、见义勇为蔚然成风，让崇德向善成为安康风
尚、安康气场和安康底蕴。

创建文明城市贵在坚持，贵在持久，贵在用心。只要从实际出发，从老百
姓根本利益出发，从细微处着眼，提供惠民利民的政策，让广大市民真正体
会到城市的发展变化，享受创建成果，全国文明城市还会离我们遥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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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室的门轻轻推开， 门外焦急等待的患
者亲属和单位同事急切询问手术专家患者病
情，专家摇了摇头:“病人的命是保下了，但能不
能醒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10 年前，丈夫脑溢
血留下后遗症瘫痪在床，妻子细心呵护，十年如
一日，在邻里传为佳话。

患者名叫管坤勋， 是市国税局老干部科科
长，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这天，他早上上班时，告
诉妻子刘维珍要下县，谁知上班不一会儿，单位
打来电话：“刘老师快来，老管出事了!”刘维珍是
市幼儿园的教师，听闻消息后如五雷轰顶，急奔
医院。 扶着活动病床，看着丈夫蜡黄的脸，她泪
如雨下。 她知道丈夫是个苦命人，两岁丧父，五
岁丧母，是爷爷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从军 16
载，先后 4 次荣立三等功，2 次受到团嘉奖。转业
到市国税局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
产党员。 眼看再有 11 天就要退休了，却罹患重
疾。

刘维珍和儿子勇敢面对现实， 儿子对妈妈
说：“老爸永远是我崇拜的偶像， 永远是我的好
父亲，今后我们一起来护理、照料爸爸。 ”妈妈满
含热泪，默默点头。

照顾护理病人 ，首要是给病人吃好 ，使病
人有足够均衡的营养，才能使病情好转。 老管
瘫痪在床 ，吞咽困难 ，只能吃流食 。 刘维珍买
来 3 岁以下儿童食用的营养米粉与牛奶熬

好，一小勺一小勺喂丈夫吃。 为了使营养全面
均衡 ，她今天做猪肉糊糊 ，明天做鸡肉糊糊 ，
每顿饭还要加上各种新鲜蔬菜粥 。 丈夫常年
卧床 ，很容易便秘 ，她把南瓜与蜂蜜 ，绿豆与
香蕉打成糊状，为丈夫调理。 她想尽一切办法
使丈夫吃得营养健康。

为了丈夫不生褥疮， 刘维珍学会了按摩，
每天为丈夫按摩全身 ， 每晚用热水为丈夫泡
脚，定期给丈夫刮胡子、理发、剪指甲。 每次喂
饭前，刘维珍先要把老管扶坐起来。 她一次不
能完成 ，就两次 、三次 ，甚至若干次把丈夫一
点一点扶坐起来。 不一会儿，老管就不由自主
地溜下去，她又要重新把丈夫扶坐起来。 天气
好的时候 ，她要把丈夫带到阳台或客厅 ，让老
管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要把丈夫从
床上抱到轮椅上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她
先要把丈夫一点一点挪到床边 ， 然后憋足力
气迅速抱起丈夫放进轮椅。 每次为丈夫按摩、
擦洗全身 、每次喂饭 ，一套下来都把刘维珍累
得筋疲力尽。

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人们常常会听到悠
扬婉转的葫芦丝乐曲从老管的屋内飘出。 时而
舒缓缠绵，柔柔细语 ;时而春风化雨，鸟语花香 ;
时而呜呜咽咽， 如泣如诉……这是刘维珍在为
丈夫演奏。 刘维珍是一位音乐老师，她相信音乐
的力量，她期望音乐能唤醒丈夫的记忆，安抚丈

夫的心灵。 她要用音乐与丈夫交流感情，倾诉对
丈夫的爱。 她知道丈夫是军人出身，最爱听军旅
歌曲，她就经常用口琴、二胡演奏军旅歌曲，用
手风琴、钢琴演奏军旅音乐。

为了不让丈夫孤独寂寞， 刘维珍常伏在丈
夫耳畔絮叨，为丈夫讲国家大事，忆战友情谊，
聊邻里趣事见闻。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管慢慢有
了意识，恢复了听力。 虽然仍不能说话，但能用
眨眼、咳嗽、摆手等方式与家人交流。 看到老管
的好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寒来暑往， 刘维珍从花甲之年进入古稀之
年，照看护理丈夫越来越力不从心。 好在儿子、
儿媳非常孝顺，婚后一直与爸妈住在一起，下班
后或节假日就和妈妈一起照看护理爸爸。 小两
口为了减轻妈妈的劳累， 购买了移动助力机帮
爸爸翻身。 家风传承，小孙女对爷爷也非常好。
去幼儿园前要向爷爷道别， 从幼儿园回来要给
爷爷报到。 爷爷对孙女更是时时关心，若半天见
不着孙女， 就大声咳嗽， 询问孙女为何没有回
家。 孙女一回到爷爷床前，爷爷显得非常安详。
奶奶护理爷爷时，小孙女跑前跑后，帮奶奶扔垃
圾，给奶奶递卫生纸、毛巾等。

1 月 20 日，老管平静地走了，走向曾经的军
营，走进生养他的大地。 他虽然走了，但他的妻
子照顾他的感人故事却一直在流传， 深深地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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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安康黑陶与中国陶艺文明的开启是同

步的，考古发现，早在 7000 年前的前仰韶
李家村文化时期， 汉江两岸自石泉县马岭
坝至旬阳县构元，长约 300 公里的范围内，
均有陶器的出土， 据民国三十年安康鲁论
先生在《重续兴安府志》中记载：“安康又以
虞舜曾陶渔于河滨而窰业最多，砖瓦、石灰
窑为各县共有无论矣。 而土壶以之煮茶烹
茶，其味醇芳，较金石者为良。 ”据此可见，
自从先民们烧陶的烟火燃起， 安康土陶技
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好妻子：

悉心照顾瘫痪丈夫十年如一日
□ 陈道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