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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制陶这项老手艺，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并不是很
顺利。
　　雷秀军说，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制陶，都是家庭式
的小作坊，大家制作好的陶器都是统一在村里的龙窑进
行烧制。然而，因为纯手工的制陶工艺生产效率低，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前些年，村里的制陶家庭
小作坊关了好多，从原来的四五十家到后来仅剩下屈指
可数的几家，制陶的工匠们都外出打工了。“说得直白
些，如果做这项工艺不能养家糊口，谁还会坚持？没有
人坚持也就会被淘汰了。”这是雷秀军这些年最深切的
感受。
　　在这期间，雷秀军却在不断充实自己，他只身到佛
山学艺， 2010 年，经过市场调查、风险分析后，他决定
扩大规模，采用机械化生产。
　　从手工制陶到机械化制陶，在坚持双料制陶技艺的
独有材料配比基础上，陶器产量比以前翻了多倍，且生
产出来的陶器质量上乘。这些年，雷秀军还先后引进了
密炉、烤房、天然气设备等现代工艺生产线技术设备，
并改造烧制窑子，添置陶器模具。前几年，大塘镇整合 9
个行政村发展集体经济，联合雷氏陶坊成立广西荔浦雷
氏陶瓷制品有限公司，探索“公司+村民合作社+雷氏陶
坊”的发展模式，让村级“沉睡”资金变为强企富村惠
民“活资本”。
　　在制陶工作间，记者看到十余个货架上摆满了豆腐
乳的罐子，有的已经烧制完成，有的则准备放进现代工
艺生产线设备里进行烧制。“仅豆腐乳罐子的订单就已
经排到今年年底了。”雷秀军告诉记者，这些豆腐乳罐
子有一大部分是玉林那边的老板定制的，因为用陶罐装

的豆腐乳密封性好，不透光，更利于发酵，豆腐乳就会
非常好吃。
　　不过，雷秀军也没有放弃传统的制陶工艺。他在新
厂址旁新建了一座龙窑。然而，新的龙窑建成后，却让
他尝到了很大的挫折。因为龙窑都是通过柴烧的方式制
成陶器，可是新龙窑烧出来的陶器每次有一半以上都不
成功。
　　“龙窑有自己的‘脾气’，以前的老龙窑经过那么
多代使用，大家对它的‘脾气’都摸透了，什么样的天
气该如何烧窑，都驾轻就熟。但是新龙窑不能照搬老龙
窑的规律，得重新摸索。”雷秀军说，光摸准新龙窑的
“脾气”，他就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这期间看着大量
的失败品，他一度想要放弃。
　　还好，他坚持了下来。因为在他看来，柴烧是老传
统、老工艺，在保护荔浦双料制陶技艺时，就得保留柴
烧技艺，不然，这项技艺总会少点“味道”。
　　记者看到，龙窑旁堆放了很多过两天准备放进龙窑
烧制的茶壶。
　　如今，像缸、罐、花盆等生活类器皿主要采用现代
机械化工艺进行规模化生产，这样能更好完成订单，让
厂子有维持运转的经济效益。而像茶具等有文化属性的
陶器，他会坚持用手工制作，这是机械化生产不能取
代的。
　　“现在，我们的陶器卖钱了，以前的老工匠也被我
们请了回来，采用纯手工制陶技艺，为客人提供‘私人
定制’服务。这样，传承这项技艺的人会越来越多，大
家都能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项技艺才不会中
断。”雷秀军表示。

在保护中传承 让传统技艺不被时间淘汰

在创新中发展 为非遗寻找新的魅力

　　在传承荔浦双料制陶技艺这项非遗过程中，雷秀军
不仅通过创造经济效益让这项技艺更好地发展，同时也
不断努力扩大其社会效益。
　　 2021 年，雷氏陶瓷制品有限公司被授予“桂林市中
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资质，开展了多个研学教育课
程。这两年，很多中小学生来到这里，了解中国陶瓷发
展史、荔浦陶瓷发展史、双料制陶技艺发展历史，参观
龙窑柴烧、陶瓷制作工艺流程，还能在雷氏陶艺体验
馆，通过自己动手的方式制作陶艺作品
　　雷秀军认为，通过打造这样一种实践教学的区域，
让前来参观的人有机会体验制陶技艺，可以提高人们对
陶瓷的兴趣，有利于这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与此同时，雷秀军还研究新产品的开发和制作，让
荔浦双料制陶技艺能在当下社会散发出新的魅力。

　　“以前制作的大多数是粗陶，生产的陶器主要以实
用性为主，不太好看，卖的价格也不高。”雷秀军告诉
记者，现在更多人的人是喜欢精细陶瓷，这几年他一直
在想如何迎合市场的需求，以双料制陶技艺为基础生产
观赏性的陶瓷工艺品。“我想打造属于我们的文创产
品，融合荔浦本地的文化、结合桂林的元素，让这些产
品能有故事性，这样才能让产品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不过，在产品设计上，雷秀军希望通过校企合作的
方式去创新和开发新产品，而他和厂里面的技术人员进
行实施、生产。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注入这项非遗生命力，
让非遗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雷秀军说，他计划今
年推出一两款文创产品，由市场来“考验”，并继续开
发受市场欢迎的非遗文创产品。

雷秀军在指导学生制作陶器。（雷秀军供图）

　　荔浦双料制陶技艺数百年来是大塘
镇庆华村村民赖以谋生的手艺。该村自
明代以来就有制陶传统，是远近闻名的
制陶村，以雷氏家族制陶为代表，大塘
庆华村周边的刘氏、古氏、欧氏、何氏
家族也是双料制陶的主要传承群体，且
是家族谱系代代传承。
　　如今，涌现了以雷秀军为代表的新
时代传承人，以土陶为主，保持了“甄
皮岩人”制陶的基本特征，在传承古老
技艺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组建制陶
研发团队，利用现代科技结合传统技
艺，不断提升双料混和揉炼的制陶技艺
和品相艺术。
　　传承人更新观念，由单一的家族谱
系传承扩大到师徒传承和群体传承，通
过参加非遗活动展演，引进高校美术和
制陶专业学生暑假社会实践，将中小学
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和美术实践课程引进
双料制陶非遗工坊，使这项古老的技艺
得以有效传承，发扬光大，源远流长。
　　目前该项技艺存续状况良好。雷秀
军经常到桂林市内外参加制陶展演活
动，通过宣传报道，吸引了大量的爱好
者到雷氏制陶工坊参观，他不断研发，
产品畅销区内外，客商对产品的要求促
使他在传承传统双料制陶技艺的基础上
改进工艺，广大客商也成为传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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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氏陶瓷展厅里摆放了很多采用双料
制陶技艺制作的罐、坛、花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