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双创训练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约天地之中，传承华夏文明

为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时代精神，3 月 18 日我院创新创业训练

营特此举行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平定刻花瓷非遗博物馆，学生们了解到阳泉家喻户晓的平定刻

花瓷历史。他始于唐、兴于宋、衰于金，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

陶瓷中艺术珍品。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非遗——平定黑釉刻花瓷制作技艺传承

人张文亮大师讲述历史的同时，把刻花瓷的传统造型理念毫无保留地

教授给学生。不管是宋朝的梅瓶、元朝的嘟噜、明朝的天球瓶，还是

清朝的观音瓶，都在刻花瓷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充分体现出刻花瓷

“典雅大方，厚重质朴”的造型理念。

大师还为我们讲解了拉坯是力量与技巧的结合，由拉坯塑型制其

内，再经过修坯反复敲打判断薄厚修其外，最终制作成精美的瓷器坯

体。采用传统工艺“湿作法”，即在坯体未干之前上釉（湿上釉）。



一遍遍调釉配比，反反复复测量浓度，破空直泄浇釉使得平定刻花瓷

以釉料“厚如凝脂，丰润饱满”的艺术特色成为全国同类产品的佼佼

者。

非遗文化的传承体现着祖国的文化自信，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代表着每一代传承人的精神风貌。



第二站平定砂器博物馆，它是从泥到砂的窑火传承。唐代时期平

定砂器已成为平定手工业与商业的大宗，宋代时期已广泛应用于民间，

清代时期平定砂锅与宜兴紫砂陶、广东砂煲齐名，称为“三鼎甲”。

传统纯手工、慢工制作的砂器独具匠心，每一个砂器都承载着手

工艺师傅们的心血和独具特色的平定文化。最后传承人向学生们讲述

了她选择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与故事，并向当代大学生寄语：希望青年

一辈能充分利用自身理论知识与传承砂器文化相结合，更好地发扬民

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一辈能选择砂器传

承，守护砂器文化，平定砂器定能在新时代展现新风采！



学生们见证了从烧煤制瓷到用电制瓷的创新变化。见证了古代就

地取材，因材施艺到如今的精心挑选，制作工艺的伟大变革。见证了

从泥到砂的历史性突破。见证了非遗文化是平定文化的优秀结晶，是

历史长河中的优秀积淀，古老技艺的重生与创新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手

工艺人和传承人的努力与奋斗，让古老技艺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

是青年一辈义不容辞的责任。传承古老技艺，创新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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