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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精彩

能动手 还会设计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如果用文字来叙
述，那定有万卷，而通过器物来传递其之博
大，那这个器物大概就是陶器。

通过泥土赤焰灼烧实现“点土成金”，
这是智慧勤劳的先人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
发现，从此，制作陶器的神秘面纱被揭开，
各式陶器走进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器
具。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人类文明的曙
光就此被点燃。

陶艺工作室的展架上摆满了形态各异
的陶器——有日常生活中的餐具茶具，还
有极具特色的艺术品，仿佛在诉说着近20
年来三明学院陶艺人的艺术旅程与创作
故事。

记者来到工作室的当天，正值艺术与
设计学院2022级的学生在上课。作为大一
新生的他们，陶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每一
种灵感在脑中显现，都会想用手中的陶泥
将它化作现实。

学生潘铋林面前，摆着一个未成型的
海底珊瑚造型，好像一朵连片的超大蘑菇，
周遭长着零散的树枝和小小菜花。她正用
刮刀将用于粘连的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
圆圆的零件底部，再轻轻地粘在造型上。

“这个珊瑚我已经做了两三节课了，大

概还需要一节课就能完成啦。”潘铋林开心
地说，继续用刮刀和修坯刀修饰着。

另一边，学生陈奕茹正为陶器做底，可
她并没有想好到底要做什么。产品设计专
任教师孙乙泰站在她身边，替她解释道，其
实制陶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明确目标，常常
在进展中产生新的灵感。

她的身边，摆着一个如同水波纹波光
粼粼的造型，她告诉记者，这也是在做成以
后，发现了它好似土坡的起伏，她要将它做
成“黄土地上花儿开”主题的艺术品。

浊水沉土，素胚雕饰，泥沙涅槃终成
陶。在工作室里，学生们埋头制作，时钟、
人像、餐具、花瓶……各种奇思妙想由他们
的脑海中跃然“手”上，他们的热爱和坚持，
正在书写着年轻一代的工艺之美。

沉下心 耐住性子

有新意和点子还不够，制陶过程漫长，
需要不断锤炼手艺。

学生代新宇坐在拉坯机前，专心致志
地练泥、拉坯。

点土成金要经历多少淬炼，参与过的
人才知道。开孔、挤压……整个过程，他来
回提压，因为取泥后的未充分揉搓，容易导
致陶泥软硬不均，里面存在空气，若没有练
好，烧制时甚至会爆炸。

练完泥，下一个步骤就是揉泥和拉
坯。拉出细如膏腻的泥坯，十分考验手
艺。坯型需一次成型，大小厚薄都有考究，
太薄容易塌陷，太厚容易烧裂，底部要厚一
些，上面要薄一些……而坯拉到何种程度，
只能凭个人感觉。器物有灵，这项手艺只
能在时间的打磨里慢慢锤炼。

越大型的陶器越难拉，大型陶器只有
制陶经验丰富的手艺人才能把控。而孙
乙泰就是这样经验丰富的手艺人，只见他
从学生手中接过一块陶泥，掷于旋转着的
拉坯机转盘中央，双手蘸了蘸水，双手拇
指摁在陶泥中间，其余手指环绕四周，扶
起一个像小山包样的“泥头”。然后，手和
泥仿佛融为一体，在拉坯机中“舞动”，这
块陶泥便好像有了生命，乖巧、顺从地随
着他的手的方向，依着手的力度，旋转、升
高、延展、弯曲。只花了短短几分钟，一件
有造型、有线条，又精巧细致的陶器便在
孙乙泰手中诞生。方才那坨再寻常不过
的原始陶泥，瞬间有了生息，一件陶坯花
瓶就这样应运而生。

经过晾晒、补水、上釉后，工作室入口
处的那架大型窑炉便是这些陶坯的归宿。
烧制是最后一步，而这一步，目前还是仅能
由孙乙泰老师完成。

在窑炉口边上，覆着一层厚厚的火石
棉，能够很好地将温度保存在炉内。孙乙

泰老师告诉记者，烧制一次大概需要10个
半小时，并且在温度到达1200度时，要把炉
门打开条缝，对正在烧制的陶器进行急冷
却，这样可以让烧成后的陶瓷釉面更加光
亮和通透。

泥土到器物的转变，经历着高温炙烤，
蕴藏着匠人的思虑。在孙乙泰桌上，摆着
数个快要完成的人像雕塑。陶瓷雕塑艺
术，就是把古老的创作手法与现代人像艺
术互相融合，塑造各种人物形象，达到形神
具备的视觉效果。

儿时，孙乙泰老师就对景德镇陶瓷有
所耳闻，也常常在电视上见到无数精美的
陶器。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就读陶艺专业
时，他就将这些工艺美术大师定为自己的
目标，常常泡在学校的工作室里潜心钻研，
努力提高专业水平。

“学习制陶技艺，通常需要数年才能
熟练掌握完整的工序。”孙乙泰说，要不断
练习，让手法娴熟，真正的工艺美术之美
才能由此体现，而自己，也一定要戒骄戒
躁才能创造出好作品。

如今，为了满足人们日常使用的需要，
机器压坯让这项珍贵的艺术变得千篇一
律。然而，机械化生产永远无法代替手工
制作。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手工陶器，
每一次手工，都是对陶泥生命的延续、陶器
艺术的升华。

幸福种子 为爱传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社工、志愿

者行列？这要从卢小群的故事说起。
今年 45 岁的卢小群是建宁县启航青

少年社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她脸上总是
洋溢着笑容，让人感觉非常亲切，是孩子们
的“知心妈妈”。

9年前，她主要从事建材行业，工作
上小有成就，但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家庭，
直到发现和孩子的沟通出现了障碍，才意
识到成长环境的重要。为了改善家庭关
系，她自费前往浙江、河南、天津等地学
习，走得越远，帮助家乡困境儿童的愿望
就愈加强烈。

2015年，卢小群发起成立了幸福种子
公益机构。她放下生意，将自己的商铺改造
成幸福种子工作场地。场地有了，没有志愿
者，就拉上爱人、女儿一起，开始讲课教学。
志愿者有了，没有听众，就在手机通讯录上
从“A”字母打到“Z”字母，邀请亲戚、朋友、
经商伙伴。慢慢地于周围人的不理解，旁人
的闲言碎语中，她逐渐证明了自己，越来越
多身边的朋友加入志愿行列，其中还不乏
受到过帮助的人。

2016 年 11 月，卢小群在原来“幸福种
子中心”的基础上创办了“启航社工中心”。
2021 年 10 月，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建宁
县各乡镇建立起社工站，并配备专职社工，

其中很多人都是受到她的影响投入到志愿
行列。

周末之家 为爱实践
“周末为孩子们开设活动课，并不只是

为了让他们培养兴趣爱好，还是让‘流动留
守儿童’融入集体的实践课。”邹银花说。那
么什么是“流动留守儿童”？

如今，建宁县乡镇有许多家庭为了孩
子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让孩子离开成长
的乡村进入城区学校学习。这些孩子有一
大部分由祖辈监护陪伴，因环境变化、父母
没有陪在身边等因素，这些孩子们会感到
孤独，同时，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是小学阶段
进入城区，也伴随难以适应陌生环境的情
况出现。

“很多孩子刚来的时候，都非常胆怯，没
有自信。”卢小群说，内向、胆小、不善于与同
龄人沟通是很多“流动留守儿童”的现状。通
过周末开设活动课，吸引周边社区儿童，同
时邀请辖区内“流动留守儿童”一起学习交
流，从而更好地融入适应新环境。

在一次家访过程中，溪口镇的张奶奶
边擦着眼泪，边拉着邹银花的手感谢道：

“孩子现在开朗多了，还时不时会跟我拌嘴
了，真没想到她会有这样的变化。”看着和
自己女儿玩闹在一起的小华（化名），邹银
花露出欣慰的笑容。她是小华的“爱心妈
妈”，每到节假日便会到张奶奶家中为她们

提供帮助。
因为一场意外，小华和奶奶两个人相

依为命，为了能够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
境，张奶奶带着孙女进城学习。初到城区的
小华对陌生的环境充满了胆怯，平时也很
少和同龄人接触，不仅是她，张奶奶也因家
中的变故整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

建宁县民政部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同社工示范站取得了联系，开始对张奶奶
一家给予帮助。“刚开始交流我们就发现孩
子总是低着头说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稍
微看不到奶奶就会急哭。”邹银花翻看着当
时上门时的照片说，缺乏主观意识，对大人
的话言听计从，这都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为此，社工站的社工和志愿者们引导
小华和同龄人一起参加活动，鼓励她开
口说话，在各种团体活动中展示自己。心
病要用心药医，专业的心理老师也投入到
帮助祖孙俩的行列中，通过阶段性的心理
辅导，使小华慢慢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
出来。“有一天，张奶奶很高兴地打电话跟
我说：‘邹老师，昨天晚上是我这么长时间
来睡得最好的一觉’。”邹银花回忆，“现在
周末的活动课，小华可以自己上下课，每
次发言也很自信。”

校园社工 为爱呵护
除了在社工站内提供课程外，濉溪镇

社工示范站还深入辖区内的中小学校开展

教育实践课，对建宁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县
实验小学、闽江源小学等低年级阶段，利用
课后服务时间开展注意力训练小组活动。

“幼儿园的孩子升入小学阶段很容易
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往往老师一回
头，小朋友就钻到桌子下面去啦。”县实
验小学的罗丽丽老师说。经过阶段性的注
意力训练小组活动，孩子们从一开始的懵
懂、茫然、好动，慢慢开始学会了守纪
律、专注。

在中学阶段，社工站在城关中学、智
华中学开设“2+7+1”的青少年能力发展
团辅活动，利用周五下午和周日晚上的课
后时间，提供包括两次家长课程，7次针
对青少年课程，以及最后的亲子课程，时
常往往都要经历一个学期。

这么长时间的课程到底能带来什么？
“青少年阶段往往伴随着青春期成长

方面的困扰，许多孩子和家长难以有效沟

通。”卢小群解释，向家长传授科学教育
的方法、如何同孩子合理交流、亲子互动
都是课程内容。对于青少年而言，用3个
月的时间学习一项新技能，提升自己的抗
逆力，并传授自我保护、性教育等相关课
程。活动结束后，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对教
学成果表示肯定。2022年，濉溪镇社工示
范站累计服务青少年儿童10443人次，连
续两次获得建宁县社工示范点称号。

目前，建宁县9个乡镇街道社工站建
设完成，共配备 18 名专职社工，推动社
工平台向基层进一步延伸。以社区、社会
组织、社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治组织的
五社联动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已初显成效。
2022年以来，已链接社会资源14.7万元，
针对民政救助对象开展常态化入户巡访服
务 3244 人次，开展各类小组、社区主题
活动164场次，个案服务32例，服务8300
余人次。

社工“微光”照亮青少年成长路
●本报建宁记者站 陈 震 文/图

“社工哥哥，今天画画好开心呀！”“真是谢谢你们，第一次看到孙子没有父母的陪伴也能这么高
兴。”5月7日，在建宁县濉溪社工示范站，孩子们刚刚上完周末的手工绘画课。

“孩子们高兴我们也开心。”社工示范站负责人邹银花一边忙着收拾教材一边说，“等会儿我们
还要去给中学的孩子们上技能课呢。”据了解，这个社工示范站每周都会吸引30多名周边的孩子或
者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前来和专职社工、志愿者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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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道德经》中，有这样一个词——“大器晚成”，原指大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打磨才能做成器具，现
比喻能担当大事或做出大事业的人成就比较晚。也常有老者说一个人不努力、不成才时则说此人“不成
器”，指的是不能成为有用的器物。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器”字地位举足轻重，常用来指代重要和有用。器者，具匠心与耐心，能创新和
出新，在所在行业里，认真打磨技术或工艺，这样的态度，也是“成大器者”所应具备的。

2005年，艺术与设计学院陶艺工作室在三明学院成立。在这片“靠手吃饭”的天地里，制作原料、工
具、设备一应俱全，一群“器者”让毫无规则的陶泥“蝶变”，一件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成为学院艺术创作
中闪亮的“星星”。

社工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学生设计的艺术品

拉坯

学生使用练泥机练泥

孙乙泰为泥坯开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