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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历史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触摸的。

直面创造那段历史的人物，聆听他追忆过去，拜读他的文

稿，当然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其实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以个

人为中心来描述，只能反映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况且，自述

为主的回忆录往往夹带着个人感情色彩。靠人物来了解历

史，尽管生动，总有局限。

岁月留痕，用遗存的物件来反映那段历史，不失为一种可

行的方式，可惜时过境迁，眼见未必就是真实，至少不是历史

的全部。还原历史的真实在于重构那段岁月的总体框架和脉

络，而不是捡拾一段零碎的马赛克，否则真实是真实，热闹是

热闹，总归少了一份精神，缺了一份气质。

所幸本书的作者就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之一，所幸他还

生活在那个创造群体当中，所幸那段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所幸那段历史遗存的物件在龙泉俯拾皆是，更幸著述者有心

有志、用力用智，搜罗钩沉，给我们展示了那段真实的历史。

看《龙泉瓷厂厂志》就像看一本人物传记，体味他的童年

少年、他的青年壮年、他的老年暮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企业也需要一种精神。创业时期的栉风沐雨、胼手胝足，鼎盛

时期的众志成城、顽强拼搏，转轨时期的不离不弃、隐忍求变。



老艺人薪火相传，老领导呕心沥血，众工友刻意创新，全社会

关心爱护。很高兴在书中看到了龙泉瓷厂的这些精神。

近来，龙泉青瓷的热度在不断升温，龙泉青瓷的价值在重

新发现。大批的炒家把目光盯上了龙泉青瓷，商业的炒作埋

没了文化的挖掘和精神的追求，在物质形态的追求过程中丢

失了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价值，对那段历史的挖掘整

理更是无人顾及。其实，没有历史的物件就像一个人没有出

生证和身份证，其价值和尊严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上烊是一块福地，一块生产青瓷的福地。20世纪50年

代，翟翕武带队来龙泉，受命恢复青瓷生产，从西区到东区，从

北乡到南乡，实地踏勘，比选挑拣，最后看准了上蛘。轰轰烈

烈了三十多年，上蝉厂区一夕归于沉寂。之后，也有这样那样

的工厂租用，终究没成气候。

2004年7月，我受命处置上蝉老瓷厂的资产，依靠瓷厂老

工人，从明确产权人手，透明公开，妥善处理了划界、招商、拍

卖、安置等工作。枯木逢春，上烊厂区的青瓷生产焕发生机，

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生产水平，下岗的瓷厂工人又有了劳动

的岗位，冷寂的上蝉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很想为青瓷做点什么，很想为青瓷说点什么，感谢龙泉，

感谢上烊，给了我机会。

是为序。

梁忆南

2006年6月13日凌晨

(本文作者系中共龙泉市委副书记、龙泉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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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一
，J 一

中国，以“瓷国”之称屹立于世界东方。

青瓷则是“瓷国”中的一枝奇葩，她发源于浙江龙泉。

龙泉青瓷，素有“青瓷之花”的盛名。这朵中国青瓷百花

园中的“花”，历经萌芽一花开一怒放一飘香一凋谢，到春来重

新开花时，已经历了近千载的风风雨雨。

如今，龙泉瓷厂陶瓷匠师们的智慧结晶和辛勤劳动，培育

着这朵“青瓷之花”新枝重现，不断绽开灿烂的鲜花，香气四

溢，香飘五洲四海。

值此《龙泉瓷厂厂志》行将问世之际，作为“青瓷之花”百

花园中一名普通园丁，在此祝贺厂志的问世。我有幸先睹为

快。这是一册较好的新时代厂志。她纵贯古今，史料真实，文

字朴实，内容丰富。旧事重提，对我们既是一种自豪，也是一

种鞭策。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龙泉青瓷

必然要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耀。

黄绍琪

1991年2月25日

(本文作者系中共龙泉瓷厂总支书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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