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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蹲点影像

千年瓷都新“景漂”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在有着千年制瓷历史的江西景德镇在有着千年制瓷历史的江西景德镇，，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家乡他们远离家乡，，甚至漂洋过海甚至漂洋过海，，到此学到此学
艺艺、、制瓷制瓷、、逐梦逐梦、、传承传承，，他们被称为他们被称为““景漂景漂””。。相比于以谋生为目的的老一代相比于以谋生为目的的老一代““景漂景漂””，，新一代新一代““景漂景漂””
在这里的生活则多了一些诗和远方在这里的生活则多了一些诗和远方，，其人群结构也更加多元其人群结构也更加多元。。他们逐梦而来他们逐梦而来，，在这里探寻新的在这里探寻新的
生活方式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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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与天南海北的“景漂”们聊得越多，越有那种想要留下的冲动。

我沿着王沁心在 2018 年初到景德镇时的足迹，从三宝街逛到雕塑瓷厂再到陶溪

川，一路走，一路采访，一路拍摄，妙趣横生也大开眼界：不仅为这里丰富而精美的瓷器

赞叹，也被“景漂”们诸多传奇经历所震撼。

其中，最令我震撼的当数黄兰。两个孩子的母亲，初中二年级的学历，20 多年

艰苦的打工生涯，却没有丝毫减少她对诗词的热爱。“春花秋月不知怜，争砌墙头

一片天。”“凝神未晓边风骤，饰室尘衣瘦。”砌墙装修的苦累工作，在她的笔下，诗

意横生。

得知她义无反顾地从西部边疆，带着孩子不远千里来到景德镇，就为了实现自己的

艺术梦想，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逐梦路上，她的勇敢和果决，让人肃然起敬。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那美好生

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或许，“景漂”就

是千万种答案中的一种。无论你是一个

艺术家，还是一个手艺人，哪怕是一个门

外汉，只要带着梦想而来，并为此努力，

就值得我们点“赞”。

左 图:5 月 7
日傍晚，在景德镇
陶溪川陶瓷文化
创意园，前往夜市
摆摊的年轻人。

右图：5 月 8
日，来自河北邢台
的孟铃烁带着自
己收藏的瓷器回
到母校景德镇陶
瓷大学开古器分
享会。

↑5月 6日，陶溪川迎来一场大雨，来自全国各地的电
商主播们冒雨直播，线上带货。

↑5 月 6 日，
景德镇三宝蓬艺
术聚落里的一家
陶瓷体验馆，来
自湖南长沙的张
琦（左三）向游客
讲解如何拉坯。
张琦从事茶叶生
意，因对瓷器的
兴趣，每年有三
分 之 二 的 时 间

“漂”在景德镇。

→5月 6日，
在景德镇雕塑瓷
厂陈烙铭大师工
作室，来自陕西
的张妍妍（左一）
教 孩 子 学 习 制
陶。张妍妍在听
力和语言方面有
轻微障碍，求职
屡次碰壁的她在
景德镇找到了合
适的工作。

→5月 8日，
尼克（图右）来到
景德镇老厂村一
家 店 里 采 购 素
坯。他用“搭积
木”的方式现场进
行艺术创作。

←5 月 5 日
21 时，黄兰在三
宝街的一家工作
室内加班创作。
她是作为一名画
师学徒在这里边
学习边打工。

→5月 7日晚，一支叫“分贝路演团”的乐队在陶溪川进
行街头直播表演，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在陶溪川夜
市，像这样的乐队还有好几支，由“景漂”和少量当地人组合
而成。

↑5月 5日，在景德镇珠山区景漂人才服务中心，一名
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正在进行陶艺创作。

江西景德镇，古称昌南，素有“瓷都”美誉。5月时节，

山色青青，烟雨蒙蒙，“瓷都”以其独特风韵，吸引着世界各

地的人们不远千万里而来。

2016 年，美国小伙尼克（Nick Vest）第一次来到景德

镇。原本只打算路过看一看，没想到一趟旅程后，他不仅

将事业扎根在此，还结识了一位同样热爱瓷器的中国姑

娘，成了一名中国女婿。

走进景德镇的街边集市，尼克充满了好奇。他喜欢独

自在景德镇“鬼市”上徜徉，遇到感兴趣的老物件，就用从

妻子那里学会的一套方法，讨价还价。作为中国女婿，他

深谙其中诀窍。“看到喜欢的，不要碰，要装作很随意……

砍完价后可以起身就走，不用担心，老板还会叫住你。”尼

克说，自己来景德镇 6年，不仅从烧窑的老师傅那里学了

一些制瓷本事，还适应了当地生活。对此，尼克的妻子周

玉叶解释说：“这里是五线城市的体量，却有着比肩一线甚

至超过一线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

与尼克的漂洋过海不同，在大都市“漂”惯了的人们则

希望能在这儿获得一份宁静，重启一段旅程。

2018年，王沁心结束了自己“沪漂”和“北漂”的生活，

做音乐的她在朋友建议下来到景德镇。虽然之前所学和

陶瓷无关，却也并不妨碍她选择留下。在最初的一个礼

拜，她从马鞍岭走到明清园再到陶溪川，住过 30元一晚的

青年旅舍，吃过 8元一碗的饺子粑，还在一家素不相识的

门店里喝了一个下午的茶，最终决定留下来。在她看来，

“艺术需要留白和沉淀，需要修心”，而景德镇就是适合她

的修心之所。

在景德镇，每一个“景漂”都有一个留下来的理由。独

特的文化环境让很多人在这儿找到了重拾梦想的可能。

同样是“景漂”，现年 48岁的黄兰来得要比常人更艰

难一些。

此前，她和丈夫去新疆伊犁打工，做了十几年的装修，

养了两个孩子。尽管生活艰辛，但喜爱诗歌、绘画的黄兰

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2017年，她离开打工 10多年的新疆伊犁来到景德镇，

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诗、画印在瓷器上。

2019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获批，

“千年瓷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根据方案，景德镇将要加

大陶瓷人才的引进力度，为“景漂”提供住房优惠、配偶随

迁安置、子女就近入学、创业扶持贷款等配套保障。

几乎与此同时，“景漂”比较集中的珠山区先后成立了

景德镇景漂工会联合会、景德镇陶溪川创客工会等基层工

会组织，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服务来自国内外的“景

漂”一族，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来自河北邢台的孟铃烁是珠山区马鞍岭景漂工会的

主席。借助工会搭建的平台，他在这里认识了新朋友，也

帮助新来的“景漂”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

从三宝街、雕塑瓷厂到陶溪川，大量的国内外青年艺

术家、手艺人、大学生会集而来，在“瓷都”寻找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地。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这里的“景漂”达到 3万

多人。

孟铃烁介绍，他在景德镇陶瓷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开

店摆摊，从事陶瓷生意。毕业后，他成立了一家工作室，拉

来几个同样对瓷器感兴趣的小伙子一起做陶瓷设计、研究

工作。

近几年研学游盛行，孟铃烁在闲暇时也会客串一下研

学游导师的角色，带着孩子们参观各种古窑遗址，讲述这

座千年瓷都的故事。故事里有过去、有现在，当然还有一

代又一代的“景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