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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光溢彩的陶瓷世界里，陶瓷花釉
作为艺术釉，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其中
的曜变天目釉，是天目系列众多品种中最
为稀少，最为珍贵，居于天目名瓷之首，被
称为陶瓷界的“珠穆朗玛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怀仁市，有一位
名叫王保森的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经过
无数次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功。红色曜
变天目釉从他的手里呈现，惊艳了陶瓷
界。多年关注这个亮点的业内行家十分
惊讶——在全国，只有少数几位专家研制
出过这种瓷器。

征程漫漫 孜孜以求

1959 年，王保森出生在怀仁。1976
年进入吴家窑陶瓷厂新产品实验室工作，
参与配方实验，进行产品缺陷研究，改进
并开发新产品。他勤奋好学，对工作认真
负责，受到厂里普遍好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981 年 8
月，王保森考核合格，去江西景德镇陶瓷
学院工程系干部专修班学习陶瓷制造专
业。这是非常可贵的学制两年的大专学
习机会。班里都是全国各省知名陶瓷厂
的技术后备人才，学院配备了当时最优
秀的老师，包括后来的大学校长周健儿，
班主任曹春娥后来成为大学的副书记、
博士生导师。

经过两年刻苦学习，王保森掌握了系
统的陶瓷专业知识。毕业回厂，到技术科
工作，负责烧成及原料车间技术。他住在
厂里，不分白天黑夜，解决了大量技术问
题，并多次组织工人学技术，提高工人的
陶瓷理论水平及操作能力，成为县里有名
的青年才俊。

因为工作出色，1984 年 5 月，王保森
被调到怀仁县第二轻工业局技术科工作，
参与全局全面质量管理工作。1986 年，
任怀仁县地毯厂代理厂长。经过一年强
化管理，使有 150 名工人的地毯厂从基本
瘫痪的状态恢复生机，产品质量数量达到
预定目标，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王保森认为，自己是学习陶瓷专业
的，应该发挥专业特长，在陶瓷事业上有
所作为。1988 年 8 月，调入怀仁县陶瓷
研究所，担任负责工艺技术的工程师，专
门从事陶瓷研究工作。专业对口，如鱼得
水。在这期间，他研究开发了高石英瓷，
滑石瓷、1.3 米大花瓶的制造，“再生瓷”生
产工艺、碎纹釉的生产工艺和变色釉的生
产工艺等，制造出钒锆黄、钒锆蓝色料，大
生产所用青花颜料，解决了生产中大量技
术问题，配合企业生产技术改造。“再生
瓷”生产工艺，在山西省第四届青工“五
小”智慧杯竞赛中被评为二等奖。

1995 年 1月，王保森任怀仁县陶瓷研
究所副所长，1999 年代理所长。怀仁县
陶瓷研究所开始生产酒瓶，王保森研究出
大量的色釉及艺术釉，为产品扩宽市场起
到重要作用。同时，培养相关技术人员，
为后来怀仁陶瓷酒瓶的生产奠定了人才
基础。

之后的几年，怀仁陶瓷酒瓶生产迅速
发展，生产陶瓷酒瓶厂家发展到好几家，
注瓶设备增加到 100 多台。他帮助华艺
陶瓷有限公司设计了全部生产线，帮助金
鑫陶瓷有限公司规划设计全部生产线，改
造了原来的推板窑，培训了生产人员，制
定了整套管理制度，使全县陶瓷酒瓶从白
瓷发展到颜色釉和艺术釉阶段。由于工
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省、市、县各级表彰
奖励。

“珠峰”面目 妙不可言
2017年，王保森在网上看到了曜变天

目釉，他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做出了一个
改变后半生的决定：还原曜变天目釉制作
工艺——瞄准陶瓷“珠峰”目标，开始了艰
苦的艺术攀登。

他何尝不清楚，自古及今，窑变釉瓷
器生产既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辉
煌，更有“一盏功成，万盏灰烬”的风险。
和任何万里挑一的绝顶的妙品一样，窑变
出来的瓷器，也许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也
许一塌糊涂，前功尽弃。要么一器万金，
光耀人寰，要么废片一堆，瓦砾不如。

深厚的专业理论和长期的实践经
验，给了他勇于攀登的底气。研制需要
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精力。在这些方面，
王保森都倾力投入，在所不惜。他把自
家的小院和两间下房当工作室，临街房
陈列成品。进门看到，架上的各色颜色
瓷瓶、茶具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往里
走，却是另一种景象。釉料、坯料、模具、
各种器具和窑炉，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挤
在几十平米的工作室，一个人进去几乎
找不到一片方便转身的空间。寒来暑
往，王保森一头钻进这里，做着“瘦身运
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白天试验，晚
上总结，次日重来。

因为坯胎、釉料、燃料、窑炉、温度，以
及摆放的位置等等多种因素影响，同一个
比例的釉料配方，极难烧出相似的成品。
他不厌其烦，在相同中寻找不同，从不同里
寻求接近。试验一次又一次失败，磨炼着
他迎难而上的意志，他坦然面对每一次失
败，把它们当作走向成功的台阶。枯燥的
研磨釉料，费心费力的拉坯造型，反反复复
的称重配料、夜以继日的调温，冰凉的泥
水，炙烤的高温……构成王保森工作室的
窑变交响乐，艰涩而流畅，深沉而激越。

微笑永远挂在王保森温文尔雅的脸
庞，他说，我这辈子为陶瓷而生，在陶瓷研
究和管理一线无怨无悔，实现着人生的理
想。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室，摈弃外界干
扰，一心一意做研究，失败了重来。前人
700多年研究不出来的东西，我不奢望一
蹴而就。

身上的肉掉了 20 斤，白头发渐渐占

领了黑头发的领地。有鼓励的能量，有善
意的凉水；有短暂的欣喜，有长长的叹
息。他认准一个理：春天种下去，夏天勤
打理，秋天总有饱满的颗粒。

攀登没有一刻停息，出窑的釉彩越来
越靓丽，古老的工艺终于还原！漫长的冬
天褪下沉重的冗衣，2021年春暖花开的时
节，星光灿烂的红色曜变天目釉瓷器，拨
开几个世纪的迷雾，在窑火旺盛的塞北怀
仁，在王保森陶瓷工作室，惊艳面世了！

王保森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运用现代
烧成科技，攻克一项又一项技术难关，打破
配料瓶颈，修正烧成偏差，实现了铁结晶釉
瓷烧制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取得了曜变
天目釉多种同类异晶体系列化、差异化的
创新成果。红色曜变天目釉的结晶斑点及
分布状态，与宋代曜变天目极为相似，而且
釉质典雅，结晶斑点更加丰富多彩。

瓷光曜变 荣光耀目

王保森多年潜心研究名贵釉种，研制
出各项花釉及天目釉产品，包括铁锈红
釉、鳝鱼黄釉、银油滴釉、红油滴釉、钛蓝
釉、曜变天目釉等艺术瓷器，获得了三项
国家金奖、三项国家银奖。

走进大师工作室，被眼前的金晶釉瓶
和茶具揪住——非常特别的色彩，从相似
形状的众多颜色瓷器中夺人眼目。

摄影师聚焦，从不同角度寻找其奥妙
之光，发掘其深邃之美。

只见黑色的底釉层的上层，飘浮着油
花般正红色或橙红色的结晶斑点，或密聚
蜂拥，或散若星辰。彩色斑点形态相近，
却大小深浅不同。还有许多彩斑中心沁
出一小点深红，周围溢出一圈金黄。那颗
粒仿佛深秋熟透的沙棘果，色调相似，但
比沙棘果温润柔和许多。

拉近焦距，放大观赏，奇趣立现。那
些大大小小的斑点，竟然迅疾颠覆人的眼
球，兴奋人的感官——那是一簇簇和风中
相互挤在一起嬉闹的花朵；是一个个不知
名的小可爱，毛茸茸的，睁开笑眼，嘟着红
嘴唇，有的还在摆弄金色的裙裾……是顽
皮的猴子？是憨憨的小熊？还是……

还有人形容曜变天目釉“一盏一瓶皆
为一宇宙”。乍听起来觉得有点夸张，而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就进入迷
离忘我之境。你会想起来辉煌的天文影
像，无际的天空幽暗深邃，似那深沉透亮
的黑釉；无数天体星星点点，红光璀璨，就
像黑釉里闪烁的红色釉斑，远远近近，顾
盼生姿，聚散流动，生机勃勃，仿佛触手可
及，实则遥不可及，只能意往神驰……

王保森自主研发创新的曜变天目红
色结晶系列产品，包括金星、金橘花、铁锈
花、荔枝、油滴、三色环、毫纹釉等瓷器。
值得一提的是，油滴釉是天目釉中另一名
贵釉种。怀仁的油滴釉在辽代就达到很
高水平。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用怀仁当地
原料烧制出红色油滴瓷器，与银油滴相映
生辉。

大师作品艳美绝伦，随着观赏角度的
转移，色彩呈现奇异的变化，极富审美意
趣，具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

汗水一路洒来，成就硕果累累。
2019年 8月，王保森作品《烈火真金》

获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陶瓷创
新与设计大赛第八届“大地奖”二等奖；
2020 年 11 月，作品《油滴玉壶春瓶》获中
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第九届“大地奖”
金奖；2021年 8月，两件《金晶梅瓶》作品
分别获第十届“大地奖”中国陶瓷创新与
设计大赛金奖和银奖；2021年 10月，作品

《花开盛世瓶》获第十一届“大地奖”中国
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金奖。

面向前方，大师仿佛看到更加绚烂的
釉彩。王保森计划继续完善提高曜变天
目釉、油滴釉的品质，创造出更好的釉种，
进一步提高各种名釉瓷器的成品率，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

目前，王保森正在研制 30 厘米的优
质礼品摆件，研究开发氧化焰中生产的鹧
鸪釉。相信，不多久这一名瓷在怀仁将实
现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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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变天目釉瓷器产品

王保森察看自己烧制的陶瓷品

王保森研制的瓷器“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