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窑”！12月1日清晨7
时30分许，随着陶工师傅粗
犷的声音响起，泗水县柘沟
镇柘沟七村一处老土窑洞前
热闹开了。在泛蓝的天光的
映照下，随着一股热浪袭来，
窑门打开了，陶工师傅们开
始忙碌起来，抬的抬，提的
提，挑的挑，一件件还散发着
窑火余温的大缸、陶罐、陶瓦
等土陶器在经过一个多星期
的淬火后“重见天日”。

泗水县柘沟镇有着6000
多年历史的手工制陶业。只
是因为这里拥有一种独有的
天然矿产资源——— 陶土。新
石器时代，柘沟的先人们就
用这种陶土烧制陶器。柘沟
也是东夷文化、大汶口文化
的重要衍生地，成为不折不
扣的“土陶之乡”。

在柘沟七村村民刘静杰
和刘新汶的家中，记者仿佛
看到了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场
面：老土窑洞，传统技法，洞
前场地上满是一摞摞罐、缸，
盆等瓦器制品，低矮的土坯
房内四周窗户都已封闭，见
不得半点阳光。在昏黄的灯
光下，老艺人刘静杰师徒二
人正在制作瓦器，一人和泥，
一人拉坯，动作娴熟而认
真……刘师傅家的土陶技艺
系家传，传到他这一代已经
是第五代了，土陶技艺看似
简单，但真正掌握它却需要
七到十年的时间。

“最繁荣的时期，整个柘
沟镇十几个村拥有200多口
窑屋，每年出8次窑，每窑百
十个，一年下来平均烧制出
16万个大缸，男女老少从业
人员多达两三千人。”制陶师

傅刘静方说，一个大缸卖三
四块钱，而当时普通人每个
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元。因为
质量好、做工精细，柘沟大缸
最远销售到河南、河北甚至
东北三省等地。

1994年起，柘沟大缸产
业开始衰败。一方面因为每
家每户都有了十余个大缸，
质量好、不易坏，市场趋于饱
和；另一方面随着面粉厂的
兴建和自来水供应入户，老
百姓渐渐不再需要用大缸盛
放粮食和水了。近几年，园林
式小区亮相各个城市，没想
到这给土陶产业带来了一线
生机。“2010年前后，开始有

房地产开发商柘沟的土陶师
傅联系，询问是否能做土陶
景观花瓶、景观茶壶，师傅们
尝试烧制了几个后，他们非
常满意。”刘静方说。

虽然土陶产业重新焕发
生机，和老刘一样的匠人们
却开心不起来。老刘已50岁，
是镇上最年轻的土陶匠人，
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他
们最担心的是制作土陶的手
艺断了传承。自成为土陶匠
人后，老刘先后教过几名徒
弟，可他们都没有坚持下去。

“我不收任何学费，只要有人
愿意跟我学就行。”老刘满眼
期待，无比真诚地对记者说。

被被遗遗忘忘的的土土陶陶技技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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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窑。

制陶老人。

用陶土烧制的编钟造型。

陶器的形状慢慢的转了出来。
打磨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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