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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利是德州黑陶的创始人
和命名者。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
他一次次攻克中外陶瓷史上没有
经验可鉴的新课题，发明无釉开
片陶、窑变彩云陶、窑变玛瑙陶、
紫檀陶、古铜陶等工艺，开创了自
成一派的“宪利窑”。4月26日，记者
走进“德州工匠”王宪利，倾听他
与黑陶的故事。

1963年，王宪利出生在德州运
河经济开发区芦庄村，打小就对
泥塑、印模等充满了兴趣。16岁起
王宪利师从陶艺大师寇维军，正
式开始了黑陶艺术之路。

经过近十年的钻研和磨练，
1987年王宪利带着首批“德州黑
陶”在北京展出，引起极大轰动，
古老而神秘的黑陶又绽放出奇异
的光彩，并由此掀起了全国学习
黑陶的热潮，无数荣誉也接踵而
至：1987十五件作品被中国民间美
术博物馆收藏(筹备组)；并为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设计、制作主要国礼；同
年获得第二十届全国旅游产品交

易会大会表扬奖(大会设的唯一奖
项)及山东省工艺美术百奖；1989
年获法国巴黎国际科技发明博览
会银奖……

“黑陶做得再好，也只是对五
千年中国古文化的复制。只有推
陈出新，才能创造现代陶瓷史上
的辉煌。”怀着对这门艺术的热爱
和一生的痴心不改，他一心研习
制陶工艺，相继发明了无釉开片
陶、窑变彩云陶、窑变玛瑙陶、紫
檀陶、古铜陶，多项创新工艺均多
次获得全国金奖。并挖掘出失传
几千年的蛋壳陶，在其原基础上
再次提高黑陶蛋壳陶技艺，是全
国唯一掌握手拉坯蛋壳陶通体镂
空工艺的艺术家。

德州黑陶寄托了王宪利的哲
思、悲悯和希望，更饱含着他对德
州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怀。谈
及坚守近40载的原因，王宪利坦
言：“一份责任。德州黑陶是在我
手里‘红’起来的，我有责任传承
它、发扬它、创新它。不论多难，我
都会坚持下去。”

“内藏有海参、干贝、冬笋、鱿
鱼等十几种山珍海味，不含任何
添加剂、防腐剂，做到了整鸡无
骨、鸡形不变、醇香味美。真可谓
肚内有乾坤。”提起布袋鸡，魏宪
华一脸自豪，他说，自从26年前，
自己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一生一世
的情缘。

1991年，一直从事厨师工作的
魏宪华，拜布袋鸡第九代正宗传人
纪尚忠为师学习布袋鸡制作工艺，
成为了国家布袋鸡制作大师第十
代传人。为传承布袋鸡制作工艺，
魏宪华先后在北京、济南、德州、夏
津等大酒店任厨师长，弘扬布袋鸡
制作工艺。

同时，他精心研究布袋鸡的剔
骨绝活。“剔骨是制作布袋鸡的重
要环节，除了时间还有刀法的精
确，需要每天反复的练习”，魏宪
华说，他渐渐发现，由于传统布
袋鸡需现做现食，不易冷藏和运
输，无法适应现代消费要求，渐
渐地吃的人越来越少，会做的厨
师也少了，布袋鸡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
面对布袋鸡濒临失传的境

地，作为正宗传承者的魏宪华，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魏宪
华潜心投入布袋鸡的保鲜工艺。
受真空包装的德州扒鸡的启发，
魏宪华想到了制作真空布袋鸡。
他专门成立了布袋鸡美食文化
研究会，历经3个月的技术攻关，
花费几十万元，用掉几百只鸡，
2011年8月真空布袋鸡终于研制
成功，产品完全达到营养搭配合
理、传统风味浓郁、易于保存运
输等要求。

2011年9月，魏宪华正式成立鸿
熙居布袋鸡有限公司，注册了“鸿
熙居”商标，专门从事布袋鸡生产
经营。这几年，魏宪华的企业规模
没有扩大太多，但在食品安全的管
理上却非常精细。

如今，魏宪华又制作了真空包
装的布袋鸡礼盒，更适合携带与保
存。“从此布袋鸡摆脱了不宜存放
的弱点，我希望让人们都能知道这
夏津一绝。”魏宪华说。

工匠魏宪华>>

“布袋鸡”不只是一只鸡

17年以来，熊新荣坚持在生产
一线“摸爬滚打”，让自己从最初的
生手逐渐成长为了如今的技术冠
军，操作的机械历经普通车床、数
控车床，再到现在的5轴联动车铣
复合加工中心，甚至还发明出了内
嵌式卡瓦加工工艺技术和固井水
泥头焊接用定位装置两项国家专
利。近日，他被德州总工会评为“德
州工匠”。

2000年，熊新荣从湖北荆门工
业学校毕业后，来到德州石油钻井
研究所加工中心成为了一名操作
技术工。为了能更好地掌握技术，
他常常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来练
习，周末别人都休息了，他就抓紧
设备空闲的机会用车间里的边角
余料在车床上反复练习。

在把本职工作车床操作学会
以后，他还开始跟着别的师傅身后

“偷师”，一边自己钻研，一边请教
前辈，把刨床、铣床、钻床的技术也
一并学上了手。2004年，研究所引
进了数控车床，熊新涛发现操作面
板的标识也全都是英文，很难找到
问题所在。“我就想一定要搞懂
它！”熊新涛咬牙，找来了英文词
典，拿来了说明书，对着词典一个
词一个词的“翻译”说明书，并不断
地在数控车床上进行尝试。

“只有搞懂了设备，它才能更
好为你所用。”熊新荣这样说。2010
年，研究所再次引进了5轴联动车

铣复合加工中心，精度提高到了
0 . 05毫米，还不如一根头发丝的粗
细，这就要求更熟练的操作技术，
就这样，熊新荣靠自己一人的力量
完成镗、车、铣、钻、攻丝等工序的
最佳切削参数，克服了其导热系数
低，加工硬化倾向大，在加工中刀
具极易磨损等技术屏障。

每次挑战、每项工作，熊新荣
都把自己这种绝不放弃的“匠心”
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挺喜欢
琢磨这些的，每次攻克一个难题就
会特别有成就感”。熊新荣自称为

“找虐”体质，他希望以后技术能越
来越好、舞台越来越大。

4月26日，在工作间隙，德州
普利森机床有限公司吕桂柱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内敛、朴实、不
善交谈，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可
一谈起他所从事的深孔机床辅具、
刀具的机加和装配，就像打开了话
匣子。

16岁时，吕桂柱进入技校学
习，开始只想学门技术，但他经
过20多年勤奋努力，已经精通工
具、装配等多门钳工工艺。1995年
进入普利森集团工作，一直从事
深孔机床辅具、刀具的机加和装
配，其间经历了深孔刀具由单一
落后到复合刀具的产生、先进技术
的变革。

“一件产品从进入车间到出厂
共需要20多道工序，以总装工序为
例，安装精度要求极高，两块零件
的接缝处间隙误差要控制在2个丝
以内，一根头发是10个丝左右，也
就是一根头发丝的1/4-1/5。”吕桂
柱对误差的精确数十分在意，在他
看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旦
出现误差，就要反复测量、调试至
符合标准为止，要让产品变成一件
无可挑剔的艺术品”。

有些钳工对零部件接口处的
毛刺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差不多就
装上了。但吕桂柱不这么认为，为
检查设备的接口处有无毛刺，他总
是赤手去摸，双手早已结了厚厚一

层老茧。“钳工是一门良心活，不能
差不多就行。”

“进入公司22年，所有新产品
的研制、装配我均参与其中。”除了
工作中严苛要求自己外，吕桂柱还
认真钻研业务，参与研制并装配完
成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最大直径
φ1015毫米的系列大型珩磨头、直
径达φ500毫米的系列双排滚珠组
合镗滚头等多项创新成果。

“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其实很
简单，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并不断努力做得更好。”吕桂柱说。

黑陶大师王宪利>>

传承黑陶文化坚守40载

技术冠军熊新荣>>

小车床“改”出大舞台

钳工吕桂柱>>

让产品变成艺术品

本报记者 李榕 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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