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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发展磁灶陶瓷烧制技艺，吴松森深入
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并不吝教授徒弟，还创
新地以“参观、展示、制作体验”等形式，吸引制陶
爱好者，借此传播传统陶艺文化。

从2012年起，从基层到管理再重回一线，吴
松森与吴连生、吴炳峰、吴康为等人，开始在磁灶
窑陶瓷烧制技艺传承基地担任陶艺传承师，进行
常态化免费教学。

此外，他还积极推进传统陶艺进校园，吸收
年轻学员，培养传承人。每周三、周六，他都会到
岭畔小学四点钟学校，义务教授小学生学习陶
艺；每年还去泉州师范学院开课，教授学生。早
在2016年5月，他就到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教授手
工制陶技术。2018年，还联合该学院设立“磁灶
窑”陶瓷烧制技艺传习所。

不久前，吴松森协同工作室匠人们，一起为
村内小学生参加福建省级的机器人比赛作品制
作了机器人的外壳，并拔得头筹。“这个机器人有
着陶瓷外壳，里面却是智能的设备，能说话的。”
吴松森介绍，眼神满是自豪。

他还积极推广传统陶艺文化，曾为中国矿业
大学、福建电视台《味解之谜》栏目、“全景中国·
晋江城市周”中外媒体采访团、福建医科大学基

础医学院实践队、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海峡卫
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申遗专题片拍摄组等单
位团队展示磁灶陶瓷烧制技艺。据不完全统计，
吴松森平均一年为上万人次展示和传播传统陶
艺文化。

记者还了解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磁灶镇陶瓷文创工作室的几名老匠
人，还特别制作相关主题的陶艺作品，将于近
日展出。

70岁磁灶吴松森：

巧手匠心传承千年制陶工艺

本报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4日上午，嘹亮的歌声响彻晋江市老年活动中
心综合馆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晋江市老年大学举行“百炼成钢——建党百
年辉煌历程”合唱展演活动。参加展演的13支
代表队带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
会主义好》《保卫黄河》等经典歌曲，用高昂激情
的歌声表达对建党百年的祝福。

据悉，此次合唱展演活动自5月初拉开序幕，
历时近两个月，全校师生员工唱红歌、颂党恩、受
教育、陶情操，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合唱展演活动开始前，还举行了中共晋江
市老年大学兼合总支部委员会、中共晋江市老
年大学校董会兼合支部委员会成立仪式。晋江
市老年大学兼合总支部书记张蓓蕾表示，老年
大学始终秉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的理念，坚持政治建校原则，精选内容、
上好每月一堂的时政公开课，精编内容、印制新
思想“小读本”，精心组织、落实好各类党的组织
生活制度，精炼节目、策划开展系列红色正能量
活动。这次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机，成立市老年大学兼合党总支、校董会兼合党
支部，是老年大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标志着学
校党建工作又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对推动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老年大学落到实处，
推动学校高品质、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强
的组织保障。学校兼合总支部将不断提升党组
织组织力和向心力，推动党建工作与老年教育
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

本报讯 昨日下午，晋江万达广场中庭歌
声萦绕，义诊、现场剪纸、普法科普宣传、猜灯
谜、现场书法创作等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继承和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激发老党员、老干部的爱党
爱国爱家热情，中共晋江市老年（老干部）活动
中心离退休兼合委员会举办的“庆建党百年华
诞 展银龄志愿风采”志愿活动正在进行。

活动现场，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兼合党委的
老同志们为市民朋友带来了义诊、普法科普宣
传、猜灯谜等活动，并现场进行以“庆建党百年华
诞 展银龄志愿风采”为主题的剪纸、书法作品创
作，作品赠送给市民朋友。此外，来自晋江市老
年大学各系兼合党支部奉上了诗朗诵、歌仔调、
情景舞蹈等精彩节目，市老年活动中心兼合党委
红歌合唱队还带来了精彩的合唱表演。

洪建民 1960 年出生，晋江市西园
街道屿头社区人，目前担任屿头社区老
年人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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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寻常的午后，在晋江市磁

灶镇岭畔村的“磁灶镇陶瓷文创工

作室”内，四五位巧匠时而谈笑风

生聊起往事，时而埋首细心地制作

陶瓷，一件件精美的陶艺作品呼之

欲出……阳光洒进工作室内，斑驳

的光影跳动着，千年陶瓷之都的历

史气息扑面而来。

磁灶是历史悠久的陶瓷之乡，

因“瓷”与“磁”谐音，故称呼“磁

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磁灶

制陶手工业者不计其数。作为磁

灶制陶发源地之一的岭畔村，至今

仍有熟悉传统陶瓷烧制技艺的老

师傅近百人，他们为传统陶艺的传

承和发展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

生活习惯的变化及技术的发展，很

多人纷纷转行，也有的老匠人离

世，只有一小部分人仍在坚守。其

中，工作室内的70岁党员吴松森，

便是村里公认的一把“好手”。

16岁那年，因为兄弟姐妹多，家里经济困难，吴松
森便立志拜师学习陶瓷烧制技艺。

正式进入制陶行业后，吴松森师承当时岭畔制陶
师傅吴九娘。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最初当学徒三年
多的时间，他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挑水、打扫、
晒陶瓷，且没有任何工资收入。

“刚开始没有练手的机会，主要是窑有限，且师傅
也多，上班时没法练习，得了空就在一边看着。只有等
中午师傅去吃饭，才能自己揣摩着学做东西。”吴松森
微笑着谈起当时的经历，“跟着师傅，从盆、钵等日用小
陶瓷做起，到学会水缸、酱壶等大件器具的制作工艺，
直到 3年学徒工之后，我才正式成为岭畔陶瓷厂的一
名拉坯陶瓷工。”

制陶师傅需要眼到、手到，细心、耐心地捏塑成型，
还需要长期在高温窑火边工作的煎熬。但对于天资聪
颖的吴松森来说，学会技艺才是最关键。学习技艺的
过程中，他并不觉得苦。用心的他，慢慢地学会陶瓷拉
坯、上釉、晾晒、装窑、烧制等70多道繁杂工序，被公认
为“好手”“能手”。

记者了解到，此前，为提高陶瓷的品质，磁灶陶瓷
联管处每季度都会对工匠所制的陶瓷制品进行质量比
拼，产品只有达到70%~80%的良品率才算合格。刚开
始，吴松森的陶瓷制品质量并不理想，但他不曾言弃，
刻苦钻研练习，最后他的陶瓷制品良品率达到99%，所
做的陶瓷制品获得磁灶陶瓷联管处颁发的优质产品荣
誉称号。

过去，手工陶艺是陶工赖以养家糊口的手
艺，陶艺产品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容
器。然而，在飞速向前的时代浪潮里，老手艺被
现代化的产品替代，慢慢沉寂。当吴松森要大展
拳脚时，传统手工制作的陶瓷却因市场冷淡慢慢
淡出历史舞台，岭畔山头窑场内外昔日繁忙的景
象也不复存在。

从1982年起，随着机器代工的兴起，能力较为
突出的吴松森转为从事陶瓷厂的管理工作，担任陶
瓷厂生产厂长。吴松森并没有停下脚步，心系制陶

技艺的他不愿将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掉，仍
期待有朝一日将磁灶陶瓷烧制技艺传承下去。

1991年至 2010年，吴松森在岭畔村自办陶
瓷厂。1998年，他到广东佛山经商，听说佛山有
个石湾陶瓷展览馆，专程前往吸取创办陶吧的经
验，并在展览馆参加制陶展演。

正是对于制陶技艺的坚守和传承，2017年，
吴松森被评为第七批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磁灶陶瓷烧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至今，
他仍坚守在一线，积极推广传统陶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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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欢这些、擅长这
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
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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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学艺 70多道工序样样精通 坚守55年 泉州市级非遗传承人

不吝授徒 传播传统陶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