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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余张收藏面孔，在
五十余条红围巾映衬下，绽
放出节日般的喜庆。为初冬
的奉化江畔增添了一抹文化
暖色。

近日，慈溪市收藏家协
会成立24周年暨五届第三次
会员大会在奉化华信天港禧
悦大酒店隆重举行。主管部
门领导、协会首任会长及会
员代表出席会议。

慈溪市收藏家协会是一
支具有全国声誉的地方军
团，从成立至今，涌现出了
一批享誉四方的业内翘楚，
文化影响已经“出圈”，为
慈溪文化建设和城市知名度
贡献了沉甸甸的收藏比重。
本届协会理事会，在继承

“文化主导，敢为人先”慈
溪收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创新发展思路，在组织构
建、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上，
做出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许
多原创性经验和成绩。

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张忠
桥会长代表理事会所做的工
作报告。报告集中回顾和总
结了过去一年协会的主要工
作，勾勒出新年度的工作重
点。2021 年，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一百周年，慈溪市收
藏家协会紧紧围绕建党百年
这个主题，和七一建党日这
个历史节点，做出一篇彰显
藏家文化自觉的大文章：举
办了以“红灯、红旗、红
船、红歌”为主打藏品的

“铭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

精神”红色主题大展，和史料
生动翔实的“奔向延安的慈溪
人”图片展，赢得良好社会反
响。

张忠桥指出，新的一年，
将把服务市委文化工作重心，
对接“秘色瓷都”建设作为协
会工作重点，充分发挥协会的
青瓷文化资源优势，探索和实
践民间群团与政府机关同主
题、同目标的“同频共振”新
模式，为慈溪文化大市建设贡
献收藏力量。

这份题为 《弘扬中华文
化，增强民族自信，为慈溪文
化大市建设添砖加瓦》 的报
告，赢得与会人员热烈反响。
慈溪市收藏家协会办公室主任
吴杰表示，这份报告既朴实严
谨，又催人奋进。总结一年的
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是协
会会员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收藏履痕，令人欣慰；对新一
年度的工作规划，目标清晰，
定 位 准 确 ， 既 符 合 市 情 、

“会”情，又有可操作性。接
下来将以电子文件的形式传发
给每位会员学习。

慈溪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
张立国说，回顾过去一年所走
的路，我们有理由感慨和自
豪；展望下一年度的工作，又
倍感肩上担子很重。我们会一
如既往地彰显藏家的文化担当
和艺术担当，履行社会责任，
把慈溪收藏的文化品牌打造得
更亮更响。

会议还表彰了 2021 年度
优秀会员，增聘了本届协会文
化顾问。会后组织与会人员参
观了奉化市博物馆和溪口人文
景点。

探索服务慈溪
文化建设新路径

——慈溪市收藏家协会年度庆典举行

发现丁戎江青瓷收藏是缘
于一次老爷车主题的采访。当
时各路人马的“长枪短炮”瞄
准的是那些血统高贵的各式名
车，没想到摆放在办公区、接
待区及生活区的瓶瓶罐罐却频
频闯入镜头，温文尔雅地瓜分
了新闻目光。釉色均是山青湖
绿，规模和摆放方位明显超出
点缀空间的美学标准。难道这
些静默内敛的瓷器只是为了衬
托那些行走的古董？

一问方知，丁戎江这位领
跑全国老爷车收藏的大咖，在
青瓷收藏上也是成就斐然，笑
傲江湖。现场的意外发现，为
另一个主题采访埋下伏笔。还
是在奔驰、宝马、劳斯莱斯的
奢华车阵中穿梭时，记者便与
丁戎江约好，择机进行有关青
瓷的“绿色”对话，分享他的
瓷缘瓷路，瓷海沉浮。

时隔近一年，一个冬阳温
煦的午后，我们又一次踏进位
于附海镇的这座花园式工厂，
以青瓷文化的名义再访丁戎
江。此番我们略过了那些在大
展和赛事上出尽风头的老爷
车，直奔二楼展厅，去浏览

“中国特色”的一室青瓷。
一推门，幽雅绿意扑面而

来。如同博物馆的偌大空间，
被千峰翠色充盈得满满当当，
似乎能从门缝溢出。展柜中各
种器型的龙泉青瓷，散发出或
明或暗的古雅幽光，为展厅营
造出深邃的历史感。在二百余
件青瓷精品中，主打藏品是一
代陶瓷宗师叶宏明的作品，梅
子青龙盘，金线哥窑龙耳尊，
素釉西湖卧龙尊，哥弟相融的
执壶，三羊开泰花罐，荧绿金
线贯耳瓶……

也许是担心隔行如隔山，
不了解叶宏明的传奇经历和超
拔瓷艺，就无法完整理解和欣
赏他的艺术作品，更无法对一
室青瓷给予准确的美学判断。
于是，丁戎江在讲述青瓷收藏
前，很体贴地为我们科普起

“叶宏明”。
关于叶宏明，可以说是一

位跨界奇才。首先他是一位科
学家，曾荣获国家发明二等
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浙
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其
次，他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艺术
家、工美大师。他创作的青瓷
艺术作品曾创下当代陶瓷艺术
家单品拍卖纪录，荣获六项国
际金、银质奖，作品作为国礼
赠送多国政要，被中南海紫光
阁、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
物馆等国家级机构收藏。被媒
体称为陶瓷界的科学家，科学
家里的陶瓷泰斗。

1958 年，24 岁的叶宏明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省轻工
业厅，第一项工作就是周恩来
总理布置的“恢复龙泉青瓷，
复活国宝。”恢复龙泉窑青
瓷，是从攻克哥窑开始的。哥
窑釉色青灰淡雅，釉面有纹
片，烧制难度极大。讲到这
里，丁戎江特别提到一段鲜为
人知的小插曲。因为叶宏明手
中没有宋代哥窑样本，连一块
碎瓷片也没有，科研受到瓶颈
制约。正当研究团队为宋瓷犯
愁时，陶瓷专家、时任故宫博
物院陶瓷部主任的陈万里——
就是上林湖越窑遗址发现者
——主动割爱，将自己收藏的
一件宋代瓷瓶贡献出来，赠送
给复活国宝的科研团队，使叶
宏明他们有了珍贵的标本。叶
宏明每次将瓷瓶表面的青釉刮
下来一点点，进行科学分析。
经过上千次试烧，终于在
1963 年 4 月使哥窑这个圆寂
700多年的国宝成功复活。他
们烧制成功的一批哥窑青瓷，
釉面如愿呈现出冰裂纹或蟹爪
纹、牛毛纹，金丝铁线或金丝
银线布列其间，釉色、纹片、
造型与故宫藏品完全相同。

无论是陈万里的奉献精
神，还是叶宏明的科研精神，

对丁戎江来说都是巨大的收藏
财富。记者注意到，在展厅门
侧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墨迹未
干的条幅，是丁戎江出于对龙
泉青瓷的热爱和对陶瓷泰斗的
景仰而郑重抄录的：瓷可以粉
身碎骨，但拒绝腐烂，这是瓷
的 品 格 ， 也 是 瓷 人 的 品
格。——叶宏明。

西子湖边生瓷爱
丁戎江与青瓷结缘是在

1997年。这一年，丁戎江麾
下公司迎来成立十周年大庆。
当地机关单位，上下游合作企
业，高端客户，纷纷前来祝
贺。在珊瑚石，拓荒牛，山水
屏风等艺术礼品中，一件直径
600多厘米，雕刻富贵牡丹图
案的素色青瓷大盘，让丁戎江
产生强烈的审美愉悦。与客户
交流，得知这件素雅的雨过天
青色大盘是龙泉青瓷。那一
刻，他心中悄然泛起一缕“瓷
爱”，成为激发他青瓷收藏的
星星之火。

由于古代青瓷收藏门槛过
高，江湖水深；既要经营企
业，又大手笔收藏老爷车的丁
戎江没有过多精力投入其中。
他根据自身条件，很现实地选
择了专注当代（陶瓷）名家作
品的收藏。这样的收藏方向，
注定会在某个历史节点与一代
陶瓷大师因缘际会。

就在丁戎江沉浸在青瓷收
藏的起跑亢奋中时，叶宏明倾
心创作的官窑方口贯耳瓶在业
界注目中出窑面世。这件新鲜
出炉的青瓷艺术臻品，因缘巧
合地成为一个江南爱瓷人上道
的路标。丁戎江就是因为这件
方口瓶开始追慕龙泉青瓷大师
的。

那天，正在杭州出差的丁
戎江，鬼使神差地走进吴山一
座博物馆，幸运遇见了这件方
口贯耳瓶，一时被古朴的器
型，恢弘大气的古雅，惊艳得
挪不动脚步。他问工作人员这
件青瓷瓶多少钱？人家回答说
是非卖品。他又问是谁的作
品，工作人员略有不解地看看
丁戎江，神秘又自豪地告诉
他，叶宏明！

回到酒店，丁戎江静下心
来百度叶宏明，方知这是一座
可以用巍峨来形容的青瓷艺术
高峰。科技和艺术的双重加
持，国家和民间共同支持，使
他的作品广受业界追捧，置
顶当代青瓷艺术塔尖。已经
立下“收藏顶级青瓷”志向
的丁戎江，对叶大师作品一
眼入心，更是被叶宏明的文
化修养、艺术造诣、科技成
就深深折服。在西子湖畔，
他很庄重地许下誓愿，把收
藏“叶瓷”、研究“叶瓷”、
弘扬“叶瓷”作为自己青瓷收
藏的主要目标。

可是，作为“浙江出品”
的艺术大家，杭州市面却难以
见到叶宏明的作品。叶宏明是
科学家，承担国家科研任务，
自然不会是高产大师。再者，
公务员身份也限制了他的作品
市场流通。他的作品主要是国
礼专用、科研专用、“国家窗
口”专用，以及高端客户的私
人定制。这样的市场状态让丁
戎江暗自兴奋，收藏“叶瓷”
无疑选对了方向。于是，怎样
发现并收藏叶宏明作品，成为
考验丁戎江青瓷收藏的第一道
门槛。

经营企业有方的丁戎江，
像跑紧缺原材料一样，对搜集
到的信息进行汇总和科学梳
理，很快得出明晰的判断：叶
宏明大师的作品全部出自浙江
龙泉，是用龙泉的水、龙泉的
柴、龙泉的土，按古法烧制
的。关于龙泉窑和叶宏明作品
的诸多疑问，一时集中指向了
浙西南的山城龙泉。那里隐藏
着丁戎江要探寻的收藏答案。
于是便催生了一次深度影响他
日后青瓷收藏的龙泉之行。

乌溪江岸结瓷缘
作为千年古城，龙泉盛产两

样闻名于世的文化产品，龙泉宝
剑和龙泉青瓷。素有青瓷之都，
宝剑之邦的美誉。

丁戎江此行有点“微服私
访”味道，他是为龙泉青瓷而
来，却没有具体藏品目标；是为
一位龙泉青瓷大师而来，却明明
知道大师身在杭州。那情形，像
极了田野调查的学者。在仙霞岭
下，乌溪江岸，丁戎江深入考察
了牛门岗遗址、大窑遗址、渡口
古窑址以及剑池湖等名胜古迹，
对龙泉青瓷文化的历史有了清晰
的认知和感悟。又用近一个月的
时间，跑了近一百家青瓷作坊，
现场观摩制作工艺。在百家窑坊
走访中，丁戎江得知了有关“叶
瓷”的相关信息，在外埠无法参
透的疑问，在龙泉都是公开的秘
密。几乎所有窑匠都尊崇叶宏
明，也都知道叶宏明有一个团
队，这个团队基本由四位陶艺匠
人组成，每位都是国大师，三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位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叶宏明主要负责釉
色配方、器型设计，其他的拉
坯、火候、图案等工艺则由这四
位大师完成。于是，丁戎江的收
藏目光锁定在四位国大师身上。

面见国大师，丁戎江没有说
是为“叶瓷”而来，而是很讲规
矩地先欣赏每位大师的作品。这
些大师的作品同样是收藏级别的
精品，遇到打动心弦的瓷器，无
论大器还是小件，丁戎江都会收
下，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对艺术
家和艺术品给予充分尊重。那一
阵，他先后收藏了徐朝兴、陈坛
根、周绍达、夏侯文等青瓷大师
作品十多件，一时成为很受龙泉
待见的青瓷藏家。几个回合下
来，彼此间的关系很快进化到艺
术朋友，关于叶宏明的话题便自
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大师们也不
忌讳，把参与叶宏明团队创作的
实况和盘托出。根据四位国大师
的讲述，丁戎江得出一个客观判
断，民间市场确实存在叶宏明青
瓷作品。由于瓷器烧制受诸多外
部因素影响，每一炉瓷器都会或
多或少产生美学遗憾。为保证烧
制成功率，同一器型，特别是大
型瓷器，都会同时烧制几件甚至
十几件。出窑后，优中选优，把
最好的一件作为上品拿走。剩下
的有瑕疵的进行粉碎处理，无可
挑剔的优品则由窑匠视情收藏。
那些同样堪称完美的“孪生同
胞”，自然被当成宝贝保留下
来，作品主创署名也会毫无争议
地冠以叶宏明。“叶瓷”多半就
是这样流入市场的。

这条并不为外人所知的“龙
泉秘密”，让丁戎江青瓷收藏信
心大增。他根据到过龙泉和常来
龙泉的青瓷藏家数据，描绘出龙
泉瓷藏家分布图，这张图就是叶
宏明大师作品可能流通的路线
图。1999年一天，丁戎江在上
海一家文物店遇见一件注明是叶
宏明作品的青瓷方尊，要价8万
元。已经有几个藏家看上眼，可
都不能百分百确定就是“叶
瓷”，不敢贸然上手。这时便显
出慈溪藏家的优势，丁戎江在龙
泉结下的瓷缘发挥了作用。他拍
了几张照片，分别发给陈坛根等
四位国大师。回馈让他很兴奋，
都说是叶瓷，他们亲手烧制的东
西，不会看走眼。至于价格，则
让他根据市场行情自己定夺。丁
戎江便在几个买家羡慕又狐疑的
目光中，拿下了这件青瓷方尊。

这以后，丁戎江在拍卖会或
古玩市场上碰到“叶瓷”又一时
吃不准，就会第一时间发照片给
四位国大师，得到完全一致的答
复后才上手。其实，丁戎江背后
已经有了一个没有合同却有友情
契约的参谋团队，人员组成与叶
宏明的创作团队完全重合。这个

“八只眼”组合，无疑是“叶
瓷”鉴定最强团队。这样的收藏
参谋和收藏模式，当然会使丁戎
江的“叶瓷”收藏顺风顺水，行
稳致远。

上林湖畔谱瓷曲
中国具有悠久的陶瓷文化，

几大名窑的瓷器各具特色，均有
摄人心魄之美，为什么丁戎江只
对青瓷情有独钟？这是被经常问
及的收藏问题，显然丁戎江已经
有过扪心自问和深度思考。他
说，首先我们家乡上林湖就是越
窑青瓷的古窑址所在地，生于斯
长于斯的人，骨子里肯定流淌着
青瓷文化的基因，爱上青瓷或许
是地域文化润物无声的滋养；其
二，青瓷静默成景，意境深远，
具有沉着、内敛、稳重、优雅的
气质，无论光线是明是暗，都能
立得住，气场不变。这和我向往
的君子人格高度重合，也是最让
我动心的一点；其三，青瓷很养
眼，釉色如“远山晚翠，浅草初
春”，你观赏青瓷，就跟仰望蓝
天，眺望青山一样赏心悦目。科
学证实，青瓷反射波的波长与绿
叶基本一致。

而他之所以在青瓷中独追
“叶瓷”，则是因为叶宏明作品是
当代瓷器的高峰，这从市场反应
就能读懂“叶瓷”的价值。2010
年，叶宏明的青瓷作品“官窑大
盘”在深圳“2010年春季艺术
品拍卖会”上，拍出112万元的
高价，成为迄今为止当代青瓷作
品中最高单品拍卖价。要知道，
这还是在叶宏明大师健在时的市
场行情， 2015 年叶宏明去世
后，“叶瓷”价格全线飘红，丁
戎江用手指扫了一圈展柜中的

“叶瓷”说，“全都翻番了。”
说到市场价格，丁戎江认为

拍卖会和一级市场成交价，并不
能完全准确体现“叶瓷”价值。
他坐在沙发上，搬过茶几旁一件
齐腰高的官窑开片大型梅瓶，小
心翼翼地倾斜 75度，露出胎底
阳刻文字：叶宏明赠送范曾教
授。这是叶宏明为范曾烧制的私
人赠品。起因是范曾出于对青瓷
文化和叶宏明的敬重，特意为叶
宏明创作了一副书画合璧的大型
对联。按范曾当时的润格，市场
价应该有大几百万。而艺术家之
间的作品互赠，都心照不宣地讲
究艺术价值基本对等。“你说这
件官窑瓶应该价值多少？”丁戎
江略显自豪地说。

二十多年下来，丁戎江收藏
“叶瓷”80余件，陈坛根、夏侯
文等国大师青瓷作品 100余件，
在当代名家龙泉窑青瓷收藏上，
已经跻身国家队前列。2020年7
月，一位对龙泉青瓷艺术鉴赏颇
有话语权，对叶宏明艺术人生、
文化人生、科技人生最具阐释权
的大师莅临慈溪。此人就是叶宏
明之子、中国官窑研究会秘书
长、著名青瓷收藏家叶培荣。他
早就听说收藏重镇慈溪有人专项
收藏“叶瓷”，并且形成相当规
模，一直想亲眼见证一下。此次
他到宁波参加文化活动，特意取
道慈溪，在慈溪市收藏家协会领
导的陪同下，专程来到附海，找
到传说中的“叶瓷”收藏大家丁

戎江。当步入青瓷展厅，看到一
件件熟悉的作品，年过花甲的叶
培荣显得十分激动。他说，“真
的想不到，在江南小城竟然有人
收藏这么多我父亲的作品，许多
我都没有，还有几件只有历史记
载却没见过，真是意外加惊
喜。”他拉过丁戎江，让随行人
员拍了一张双方手拉手的合影。

更让叶培荣意外和欣慰的
是，丁戎江当着他和一众领导的
面，郑重说出自己的心愿，在
2033年，叶宏明大师诞辰百年
时，举办一次大型主题展，用收
藏的一百件“叶瓷”致敬大师。
这个目标看起来唾手可得，毕竟
丁戎江已经收藏了 80余件叶宏
明作品，而且离开展还有十多年
时间。可真要按时兑现，还是有
相当难度。业界均知，叶宏明从
2012 年开始便不再亲手创作，
一些外交国礼转由陈坛根等其他
龙泉青瓷大师承担。就是说，从
2012起，市场上“叶瓷”只有
存量，没有增量。加之叶宏明本
来就不是高产大师，其有限的存
量已经沉淀在有实力和对市场保
持距离的藏家手中，要么捂器惜
售，要么持瓷观望。“叶瓷”一
年比一年少见。丁戎江必须在
10年时间里，平均每年至少要
收藏一件毫无争议的叶宏明青瓷
作品，这对丁戎江来说是个不小
的挑战。我们相信，凭借对“叶
瓷”的挚爱和几十年收藏历练，
丁戎江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收藏宏
愿，为青瓷文化贡献一份慈溪收
藏的力量。

丁戎江丁戎江：：一腔一腔““瓷爱瓷爱””付龙泉付龙泉
藏家风采

■全媒体记者 李金波

在过去的一年里，协会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
动。2021 年 1 月 19 日，协
会 开 展 了 “2021 新 春 送
福”活动，组织会员代表走
访慰问十余位慈溪籍抗美援
朝老兵，为慈溪市收藏家协
会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
周年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2021 年 5 月 17 日，受
嵊州市收藏协会邀请，协会
派员参加了嵊州市收藏协会
举办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红色藏品”展览活动。
2021 年 6 月 16 日，由

市政府主办的“第六届越窑
青瓷文化节”开幕式的重要
活动——《薄冰盛绿云·吴
越青瓷博物馆青瓷精品展》
开展仪式在市博物馆举行，
协会部分理事及会员受邀出
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2021 年 6 月 22 日由宁
大科技学院、中共慈溪市委
党史研究室、慈溪市收藏家
协会、慈溪市新四军研究
会、市档案馆、市图书馆联
合主办的《奔向延安的慈溪
人》史料图片展在宁大科技
学院隆重举行。展览主要展
示了 15位慈溪籍知识青年
于抗战时期奔向延安的成长
经历和革命实践。

2021 年 6 月 29 日，由
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
中共周巷镇委、慈溪市收藏
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大型《铭
记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精

神》专题展览在周巷镇天元举
行隆重开展仪式。本次展览突
出红灯、红旗、红船、红书、
红歌五大主题，受到市委、市
政府等上级部门及社会各界的
高度重视

2021年 10月 24日，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及浙江中立越窑秘色瓷研
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六届越窑
青瓷文化节暨中国官营秘色窑
学术研讨会”在慈溪杭州湾大
酒店隆重举行，协会部分理事
及会员受邀出席了开幕式并参
观展览。

2020年 12月 24日，会员
徐群群在龙山中学举行了青瓷
展，并向龙山中学捐赠了从西
周到南宋秘色瓷窑具标本 85
件。体现了协会会员热衷社会
公益，支持教育事业的付出精
神。

协会新年度的工作，将继
续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年度文
化工作目标而开展。市委已
经将我市定位“智造慈溪，
秘色瓷都”，市委领导亲自亮
相央视为秘色代言。这对慈
溪收藏家和文博工作者来
说，无疑是大有作为的契
机。协会理事会将积极探索

“秘色瓷都”建设的收藏家模
式，创新服务青瓷文化建设
的途径，寻找和拓宽在“秘色
瓷都”主题上官民合作的新渠
道。让收藏家协会的文化资
源，特别是青瓷秘色元素，发
挥最大的文化作用。

链接：报告摘编

■全媒体记者 李金波
通讯员 吴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