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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里的后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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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潮州市牌坊街状元
亭转入旁边的街巷，走不
多时，一座清雅庄严的高
大园子映入眼帘，这便是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的工
作室——明德园。平日，这
里人流不绝，无论是慕名前
来买壶的，还是专程登门请
教学问、拜师学习手艺的，
大家总是低声轻谈，保持着
一份安静中的热切。记者
一边喝着工夫茶，一边听谢
华讲述潮州手拉壶老字号
的悠悠往事。

时隔一个多世纪，当
年在枫溪涌现的一批手拉
壶作坊，存活到今天的并不
多。以俊合号为例，曾有过
几次繁荣，也曾一度因战乱
消失在历史的舞台。正如
谢华所说：“老字号发展历
程中的转折点，总是和国运
相关。”

壶因茶而兴。上世纪
30 年代，基于经济社会发
展相对稳定，饮茶风在潮
州民间盛行，茶器的生产

与销售变得活跃，产自本
土的朱泥壶跟随潮商一起
下南洋，走向国际市场，潮
州手拉朱泥壶迎来了首个
发展高峰。此时的俊合号
正传至第三代——谢华的
祖父辈。当时家族的制壶
坊已颇具规模，为了打开销
路，祖父开始一边继续在枫
溪做壶，一边在广州开设陶
瓷店，俊合号手拉壶受到了
不少广州茶客的喜爱。

1937 年，抗日战争爆
发后，作为手拉壶主产区
的枫溪遭到日军的烧杀抢
掠，手拉壶制造业陷入了
一段黑暗时光——茶具生
产遭受重创，身怀绝技的
匠人们纷纷出逃求生，老
字号被迫关门，民间饮工
夫茶的人也所剩无几。

谢华由父亲口中得
知，当时谢氏家族从事手拉
壶制作的店铺被悉数烧光，
一众亲人四散逃离，无不放
弃本行，转投其他行业以维
持生计。

1946年至1949年，社会经
济生活随抗战胜利趋于稳定，
枫溪陶业的匠人们得以重返家
园。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民
间作坊重操旧业，潮州手拉壶
老字号的从业者集体回归本
行，不少还并入了后来成立的
陶厂、陶社，他们因技术出众，
被工厂派到宜兴学习先进的壶
艺，提升创作水平。

根据《潮州窑历代茶具》记
载，（上世纪）70 年代，不少枫
溪茶壶作坊的后人都在陶厂工
作，他们白天按时完成厂里分
配的任务，晚上在家琢磨朱泥
壶手拉技艺。他们还私下将成
品带到厂里和缸、瓮等产品一
起烧制，“只为默默等待重新崛

起的机会”。
老字号迎来真正的春天，

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
放为潮州陶瓷产业带来了发
展新机遇，手拉朱泥壶开始
受到一些古玩商的关注，并
走上潮州各大高档酒楼的茶
桌，更成为华侨青睐的本土
工艺品、特色手信，一时海外订
单不断。

1983年，17岁的谢华初中
毕业。面临职业选择时，谢华
看到祖父留下的工具和几把
手拉壶，萌生了重操祖技的想
法，并很快获得了父亲的支
持。他跟随父亲学习手拉壶
的制作要领和经营方法，并抽
空向更多老师傅请教、阅读大

量制壶典籍。开始时技术不
熟练，只能以勤补拙，谢华笑
称，最疯狂时他连续一个多星
期顾不上洗澡，每天从早上 7
时一直拉坯至深夜 11 时。靠
着这股韧劲和悟性，谢华很快
掌握了手拉壶技艺，让“俊合”
祖号得以重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
来越多的海外潮商慕名到潮州
寻找老字号制壶作坊，在枫溪
产区直接采购朱泥壶，商机尽
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

“源兴”“源兴炳记”“源兴河记”
“安顺”“俊合”“祥记”“荣记”等
在内，枫溪老字号的后人们纷
纷重启家庭作坊，投入承接定
制手拉壶的制作中。

20世纪90年代，潮州陶瓷
产业再次迎来快速发展，手拉
朱泥壶作为陶瓷中独特的分支，
因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大放
异彩。据谢华回忆，最辉煌时为
1991 年前后，当时俊合号做的
一把壶能卖到300多元，可以在
潮州买一平方米房子。

凭实力说话，让老字号的
后人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传统手
艺工匠的骄傲和尊严，也激发
了他们力求通过创新研究达到
更高艺术层级的想法。这不仅
推动手拉朱泥壶从业者创新制
作大量优秀作品，也催生了一
批潮州本土制壶名家、大师。
例如，谢华创作的《弓门提梁
壶》《太极百岁壶》等作品，先后
夺得 2 项国家级特别金奖、20
多项国家级金奖，作品分别被
中国工艺美术馆、国家博物馆、
钓鱼台国宾馆收藏。

如今，谢华家里还保存着
两把祖辈留下的清末时期制

“俊合”号手拉壶。但谢华并不
泥古，而是不断琢磨改进工
艺。就拿工夫茶几大经典泡茶

方式来说，潇洒的“关公巡城”
之后，茶汤将尽，剩下的少许茶
汤会经壶嘴一滴一滴往外滴，
被戏称为“韩信点兵”。这听起
来很是智慧，但在谢华看来，是
因为壶嘴“塞到流不出来”，才
要滴滴“点兵”。他通过改进制
作，让手拉壶不再“韩信点兵”，
出水更顺畅，这是现代工艺的
进步。

一把好壶若想让品茶者心
情愉悦，无论器型还是线条都
应与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

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
者的追求。记者问，俊合号迄今
制作的手拉壶哪一把最令谢华
满意？他笑着摇摇头说：“还没
做出来。”

在谢华看来，手拉壶与书
法、绘画一样，素有商品、精品、
妙品、神品等多重境界，要步步
超凡并非全靠技术。老字号的
传承亦是如此，不可依靠机械的
复制，每个领域和每位代表性传
承人的风格、审美以及对传承文
脉的责任感都决定创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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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省的非遗大
市，潮州以 17项国家级非
遗保护项目称雄。其中，

“枫溪手拉朱泥壶制作技
艺”堪称奇葩一朵——身
小胎薄，盈盈一握，一把手
拉朱泥壶尚不足成年人巴
掌大，却成为工夫茶冲泡
中的黄金主角，亦是茶席
上的“奢侈品”，刻进了潮
州人的日常，成为岭南文
化的一个符号。

手拉朱泥壶在明末兴
起，至清中期达到鼎盛。
潮州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
李炳炎所著的《潮州窑历
代茶具》中写道，明清时，
得益于陶瓷生产技术的进
步，潮州民间的饮茶方式
由煎煮改为冲泡，兴起了
饮工夫茶习俗。此时的朱
泥壶凭借可保茶香浓郁、
保温持久、释放茶质至最
佳的特性，自然地脱颖而
出 ，成 为 工 夫 茶 的“ 官
配”。彼时，上至皇亲贵
胄，下至寻常百姓，朱泥壶
成了潮人生活的必需品，更
成为风靡一时的“国器”。

清朝中后期，随着第
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国
陶瓷手工业受到欧洲、日
本洋瓷倾销的重创，但潮
人工夫茶茶饮习俗并未中
断。由于本地及外销市场
的需求，夹缝中生存的潮
州手拉朱泥壶制造业催生
了一批专业作坊，其中就
包括枫溪吴英武创立的源
兴号、枫溪西塘章大得创
立的安顺号等。

枫溪位于韩江中下游
平原，潮州市区西部，自古
是潮州城区与西南联通的
要塞，拥有长达 1300 多年

的陶瓷生产史。据考证，
枫溪明末已有多座龙窑，
承担了潮州府衙礼祭及日
用瓷的生产制作，而当时
的日用陶器被认为是朱泥
茶壶的最早雏形。

以朱泥为原料的枫溪
手拉朱泥壶，被认为是紫砂
壶中的上品，烧制完成后壶
身颜色呈温润的朱红色。
被称为“手拉”，则因采用
传统辘轳制陶技法，借辘
轳旋转之力，需用双手将
泥料手工拉坯成型。据说
一块朱泥要在每分钟 300
转的高速转盘上拉坯成
型，手指的每一下动作都
需在0.2秒内完成，是极为
考验功力的古老技法。

据李炳炎介绍，民国
时期的潮州手拉朱泥壶统
称“枫溪手拉朱泥壶”，足
见枫溪产地在当时一枝独
秀。至当代，潮州朱泥壶
又多了湘桥区这一产地。

历史上，枫溪手拉壶
制作沿用祖传家庭作坊模
式 。 清 咸 丰 十 年（1860
年），原本居住在潮州古城
南门一带的谢氏一家来到
枫溪，租了间铺面，专心做
起手拉壶，这便是后来赫
赫有名的“俊合”号。

俊合号第五代传人谢
华，如今已是潮州手拉朱泥
壶制作行当里唯一的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他介绍，当时，枫溪作
为潮州手拉壶的生产聚集
地，亦是工艺高地，吸引了
不少潮州周边想要学一门
手艺养家糊口的年轻人。
对于老字号来说，枫溪是开
端，更是一处传奇之地。

羊城晚报：从发展的眼
光 看 ，众 多 手 拉 朱 泥 壶 老
字号对于潮州城市文化的
发展和延续起到了怎样的
作用？

李炳炎：工夫茶贯穿多
数潮州人的一生，从天真质
朴的孩童到饱经世事的老
人，茶饮如影随形，世代相
传，并已从生活习惯、民俗发
展为潮州文化、岭南文化的
一部分。这些老字号的存
在，证明手拉朱泥壶承载着
潮州的城市文脉，并且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与新生。

当前党和国家都强调
要坚定文化自信，要把传统
技艺的传承当作城市的文
脉延伸去重视，这更加离不
开老字号的发展。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潮州时指出，以潮绣、潮瓷、
潮雕、潮塑、潮剧和工夫茶、
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
的瑰宝。这对我们潮州手工
艺行业的老字号及广大从业
者来说是莫大的激励，时刻
提醒我们志存高远，让古城
焕发新风采、展现新魅力。

老字号既是商标，也承
载着一个时代的商业记忆，
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老字
号，目的也在于将传统文化
的复兴融入现代工艺中，从
而实现城市文脉的延续。
老字号的传人应以诚信为
本，为产品的品质负责，起
而行之，为工艺美术、非遗

的传承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羊城晚报：潮 州 老 字

号的传承带给现代人哪些
启迪？

李炳炎：老字号给当代
人最大的启迪在于匠人精
神。潮州手拉壶老字号之
所以能在现代商业市场中
屹立不倒，不仅在于拥有好
的经营方法，关键在于由匠
人 打 造 的 公 认 的 产 品 质
量。此外，老字号对提升文
化自信意义重大。纵观历
史，潮人饮茶从福建茶转向
潮州凤凰单丛茶，从推崇宜
兴苏罐到钟爱潮州手拉朱
泥壶，恰恰体现出潮人对本
土文化的自信。

羊城晚报：潮州手拉壶
当前的发展面临哪些有利
条件？

李炳炎：如今，陶瓷的
原材料、技艺和工具不断变
化，老字号后人立足先辈经
营之“魂”，不断传承、发展
和创新，提升产品质量。除
家族成员外，近年有大量的
青年学生加入到手拉壶的
制作和经营队伍中，本地院
校亦开设相关专业课。社
会化的培训层出不穷，年轻
的血液得以不断涌入，形成
了推动产业人才不断充实
的合力。

从市场角度看，当今社
会的经济水平已达到一定
高峰，以工夫茶为代表的传
统休闲文化得以复兴，成为
复古的潮流，这都为手拉壶
的进一步发展传承创造了
空间。

按地方族规习俗，手
拉壶技艺为典型的家族式
传承，“传内不传外”，一个
家族中，必是同姓的兄弟
（须 是 男 丁）才 有 资 格 学
艺。但随着社会和观念的
进步，为了争取行业更强的
发展竞争力，这一保守定律
被打破。

“手艺大家都会，靠家
族传承未必能够传下去。
手拉壶要真正发扬光大，
就要寻找有天分的人，甚
至发现一些民间的天才。”
自 2011 年起，谢华首创了
对外招收学徒的工作室，
不问来者，免费传授家族
的百年技艺，自此掀开潮
州手拉朱泥壶广纳贤才、
由封闭步入开放的篇章。

此后，不断有大师级
人 物 加 入 敞 开 授 艺 的 行
列。如裕德堂第四代传人
张端端创办裕德堂壶艺研
究所广收徒弟，举办枫溪手
拉朱泥壶技艺研修班等。

有意思的是，仅仅十
年 左 右 的 时 间 ，“ 舍 技 授

人”的手拉壶老字号已出
现 师 带 徒 、徒 带 孙 的 循
环。如跟随谢华学成后，
再自发“接力”传艺的八邑
匠人工作室创始人、广东
省高级工艺美术师赖通发，
丝竹轩主人、广东省高级工
艺美术师杨健等，他们初因
对手拉壶的偏爱而走入这
一行，如今也已成名师。

在赖通发位于潮州古
城的工作室，来自黑龙江
双鸭山的 90 后帅小伙——
张宇为了学做手拉壶，辞
掉了在沈阳的汽车销售工
作，千里迢迢飞奔潮州，一
待就是一年多。他每天在
工作室的练习时长达十多
个小时，眼里除了学艺，似
乎再无旁物。至今，张宇
已在木板凳上做出上千个
煮水砂铫。但他笑称，自
己还得坐两三年板凳才能
学成出师。

据最新统计，老字号开
放授艺以来的十年间，已带
动潮州市手拉壶从业者从
几百人增加至两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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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瑶药产业园建设
构筑大健康全产业链体系

瑶族传统医药在广东省第七届民族运动会举办期间尽显魅力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周利长 温丽华

8月27日晚，广东省第七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韶关市乳源
瑶族自治县圆满落幕。22个代表团、
37 个少数民族的 3300 多名代表相
聚乳源，以安全、顺利、精彩的赛事，
全方位展示广东各族儿女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拼搏进取、团结有为的精
神风貌。

地处南岭山区的乳源素有“广东
天然药库”的美誉，瑶族传统医药据
传已有千年历史。本届赛事中，瑶医
瑶药发挥重要作用，彰显着独特魅
力。比赛期间天气炎热，为防暑降
温，场馆和接待酒店向参赛者供应瑶
药凉茶，还为运动员们配备有通鼻窍
清肺作用的破壁瑶药口罩。

事实上，乳源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全
面推动瑶医药产业发展，围绕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康养优选地”的目标，颁布
产业扶持办法，引进相关企业，加快推
进瑶药产业园项目建设进度，加大医药
人才培养和瑶药瑶方临床研究，全力构
筑大健康全产业链体系。

今年 3 月，乳源颁布《发
展中草药 (瑶药)产业扶持办
法 (试行)(2022 年修订版)》，计
划每年安排资金1000万元扶
持中草药种植，用5年时间发
展中草药种植面积达到10万
亩。在自然优势加持和政策
红利的带动下，乳源全县中
（瑶）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新增种植面积1万亩，累
计人工种植超3.3万亩。

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农
村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称 ，
2021 年底，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正式发布2021年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名单，乳源瑶
族自治县瑶药产业园成功入
选，这也为乳源现代农业产业
和中草药 (瑶药)产业的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产业园共计实施项目
24 个，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
项 目 22 个 ，开 工 率 达
91.7%。”上述负责人表示，目

前产业园各实施主体正有序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采
购、厂房建设，乳源县农业农
村局将加大对瑶药产业发展
的推动力度，加快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实施。

按照生产、加工、物流、销
售、研发、产业融合等全产业
链条布局思路，乳源瑶族自治
县确定“一心一园三区两带”
的瑶药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空间布局方案，统筹布局各功
能板块，努力形成空间布局合
理、产业衔接紧密、生产生态协
调、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
发展格局，使产业园成为国家
现代瑶药产业发展示范中心、
国家瑶药高端现代技术与装备
集成区、华南现代农业产业化
经营样板区、省级高新产业科
技研发与成果孵化示范区，打
响“乳源瑶药”品牌，在推动农
业转型升级和农村创新发展中
发挥增长极和动力源作用。

处暑时节，乳源西京古道
（石门坳路段）旁的牛大力种
植基地，种植5年的牛大力迎
来 采 摘 季 。 中 农 科 技 控 股
（乳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家
彩介绍，企业自 2017 年开始
在 乳 源 投 入 种 植 牛 大 力 ，
2021 年已自有种植基地面积
达 1300 亩，预计今年亩产值
可达 8 万元以上。公司采取

“研究所+基地+农户+合作
社”的经营方式，还带动了周
边农户增收。

而在洛阳镇，尝到过九
节茶种植“甜头”的当地村民
今年又加种了淫羊藿、岗梅、
仙草、七叶一枝花、黄精。

乳源是“世界过山瑶之
乡”，瑶族传统医药流传于乳
源瑶族各乡镇，据传已有千

余 年 的 历 史 。 瑶 药 种 类 繁
多，用药品种达1200多种，其
中常用的有“五虎”“九牛”

“十八钻”“七十二风”等 100
多种。2009 年，乳源瑶族传
统医药被列入韶关市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乳 源 县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瑶医瑶药既是传统的瑶
族文化，又是潜力巨大的现

代产业。近年来，乳源县委、
县政府围绕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康养优选地”的目标，将
打造以中草药（瑶医药）为主
体的大健康产业作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来培育，大力发展
中草药种植、生物制药、医疗
器械、保健品、康养休闲、生
态旅游等产业，乳源大健康
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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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潮州市市场监管局评审通
过《地理标志产品 潮州手拉朱泥壶》市
级地方标准，对手拉朱泥壶的术语、定
义及各种工艺技术要求做出明确规定，
这是潮州继凤凰单丛(枞)茶之后的第二
个市级地方标准出台。

一茶、一壶，两项地方标准，不但
精准描绘出潮州人偏爱茶饮的秉性风
貌，更体现了广东在贯彻落实 2020 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潮州古城时的
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延续城市文脉等方
面的扎实行动。总书记关切的潮绣、
潮瓷、潮雕、潮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
菜等经典非遗项目，都大踏步地走上
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

兴起于明清的潮州手拉朱泥壶，
昔日俗称“土罐”，在当代却发展成一
种新的陶艺门类，成为岭南瓷都潮州
的标志产品。时至今日，多个手拉壶
的百年老字号及其工作坊守正创新，
自信地传承悠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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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陈列在潮州广济桥非遗展室里的微型壶《六和乾坤壶》，
由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谢两岳制作。一枚 1 元硬币能承载 9 把这
样的微型壶，且每把壶都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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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医瑶药既是传统文化又是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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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瑶药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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