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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兵，从徽州走来，带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从企业

家转变为陶瓷的创造与守护者。

歙县洪坑村，风景如画。这个曾经商贾云集的

小山村，给了洪兵最初的锻炼。虽家境贫寒，但洪兵

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寻常的毅力。为了减轻家庭负

担，他七岁起就独自一人烧饭做菜。小学时，他借白

衬衫参加学校的表演。中学时，每周的菜肴是从家

带去的几瓶腌咸菜或者腌萝卜。这些经历培养了他

坚韧的品质。

初中毕业后，洪兵开始学习徽派古建筑。他勤奋

努力，三年后便出师接活。年轻的洪兵跟随别人到了

杭州从事古建工作。他的手艺得到了当地一位村长

的认可，将自家马路边一栋三层楼房承包给了当时年

仅21岁的洪兵。这一经历让洪兵深受鼓舞，也为他

日后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的一天，洪兵无意间听到父亲与一位汪姓

朋友的闲聊，对方要筹集货款做煤炭生意。洪兵意识

到这是商机，于是毫不犹豫借了五千元和朋友一起参

与这次生意。然而，到目的地后，却被告知拒绝接收

煤炭。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朋友泄

气了。洪兵没有放弃，他带着仅有

的30元路费和一腔热血，前往

多个码头推销煤炭。经过连

续的努力和他应变的能力，

洪兵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

收煤炭的企业。他用勇敢

和智慧挖掘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不断努力，让洪兵

认识到坚持和拼搏的重

要。后来生意面临转型，他

也凭借努力开拓，成立了新

的食用油有限公司，建立了强

大的销售团队，事业蒸蒸日上。

事业有成的洪兵，骨子里喜爱

传 统 文 化 。 工 作

之余，洪兵最大的

爱 好 就 是 收 藏 古

陶 瓷 和 学 习 研 究

古陶瓷残片，成系

列 地 收 藏 了 明 清

徽商日用陶瓷，惜

瓷如命。

2010 年，洪兵

得知家乡歙县竦口

有千年古歙州瓷窑

址。他很兴奋，经

常返乡到竦口古窑址附近土表采集代表性的陶瓷标

本，采集后清洗归纳，整理登记。通过陶瓷实物标本

研究梳理发现：歙州竦口窑始烧于唐，盛于五代，断

烧于宋代，前后烧制陶瓷三百多年，断烧近千年！在

洪兵看来，每一件古陶瓷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承载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他怀着感恩和敬畏之心，开

始致力于收集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深入

研究，洪兵走遍全国各地的陶瓷产地和市场，寻找有

价值的作品。他仔细研究每一件作品的制作工艺、

材质、年代等信息，并考虑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艺术审美。

天道酬勤，洪兵从业余到专业，他在收藏领域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加入北京京东收藏家协会、上

海松江收藏家协会和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

等。2019年8月，他被86岁高龄的古陶瓷鉴定家、教

育家张浦生教授收为关门弟子。

2020年8月，在歙县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洪

兵夫妇投入10万元在歙县竦口村小学成立了歙县竦

口窑陶瓷研究所。2021年3月，他们再次投入资金购

买窑炉窑具等设备，携妻带女，利用近十年来在当地

各个山头考察寻找到的五色瓷矿资源，经常借外地柴

窑进行了上百次原矿胎釉试验试烧。

2021年5月2日，洪兵夫妇正式点燃了歙州竦口

窑断烧了近千年后的第一窑窑火，并在1300多摄氏

度的高温下成功试烧出黑胎紫金红釉、黑胎卿紫釉等

五款高温单色釉的高端仿唐宋陶瓷作品。

2023年6月，他的三件手制陶瓷艺术精品受邀参

加“2023世界制造业大会”。2023年12月，他受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委员会邀请，陶瓷艺

术作品“金龙鱼”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参加“2023当

代陶瓷艺术珍品鉴赏大会展”。他的部分陶瓷艺术精

品已被安徽徽州文化博物馆等多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永久收藏。

目前，洪兵成功复原了“歙州卿瓷”的传统制瓷技

术，并成功将十个商标注册在陶研所的名下。在陶瓷

制作与研究上，他成就斐然，先后在《陶瓷科学与艺

术》等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竦口窑陶瓷制作技艺

被黄山市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3

年12月入选安徽省科普示范基地。

洪兵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奋斗、坚持和热爱、奉献

的故事。他通过努力和才智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并在自己的热爱中找到乐趣和价值，续写着属于自己

的精彩篇章。

这些年，每到冬天，我都是要去访梅的。哪怕是大雪纷飞、朔风凛冽，

我依然穿上雪地靴，顶风冒雪，跋涉而行，一路迤逦。及至梅林，已身冒微

汗，微喘吁吁。但是，见梅如见故人，难掩喜形于色。河畔俱静，河水冽冽，

白雪皑皑，梅香袅袅。白梅雅淑，绿梅妖娆，红梅惊艳，千姿百态，风貌尽

显。记得有年访梅归来，雪地靴湿透，竟浑然不觉。

初识梅时，还是少年。老屋堂心的土墙壁上挂着一幅黯旧的水墨轴

屏，看样子有些年头了。画面上，一株老梅，曲干虬枝，数点梅花，在白雪覆

盖下，猩红若血。父亲介绍说，这是雪涛的作品，雪涛擅画梅。当然，这幅

画是印刷品，并非真迹。父亲以教书为业，一介穷书生，但生性刚直、清高，

纵使命途多舛，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父亲珍藏这幅“梅花图”也许别有

深意吧：借物抒怀？托物言志？不得而知。

稍长，读唐诗宋词，接触到不少咏梅的名篇佳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

自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古人写尽了梅的风骨和神韵。

父亲退休后有了闲暇，开始莳弄花草。他在院子里植了一株老腊梅桩，

竟然活了！不几年，长到一人多高，寒冬腊月里，绽放一树的腊梅花。尤其

是大雪飞舞之时，它虬曲的枝干像铁质的戈戟，迎向风雪，直刺苍穹。梅花

朵朵，幽香扑鼻。随手折下一支，养在水杯里，放在书房的案头，便是“小品”

一般雅致的清供，寒舍里似乎增添了一丝春色和暖意。真正让我大开眼界

的，是这座江南小城的梅。若干年前，我偶然间发现百荷公园的北园有片梅

林。这片梅林栽在两口池塘之间的堤埂上，绵延百余米，有好几百株吧？蔚

然成林，品种有白梅、绿梅、红梅……以红梅居多。冬日里，水瘦山寒，园中

一派萧索，唯有这片梅林生机盎然。雪时，众梅齐放，争奇斗艳，暗香阵阵；

赏梅、摄梅的人络绎不绝。置身花海香阵，你才真正明白“香雪海”的意境。

后来，发现百牙山南麓的坡顶也有梅，位于百牙塔下方。梅花怒放时，

古塔红梅相映，别有情趣。近年，杏花园里植了大片的红梅。盛开时灿若云

霞，美丽至极。遗憾路途稍远，不便常访。最喜的还是清溪河畔的梅。在诗

仙李白曾吟诵过的清溪河畔，有一片梅林，沿河而植。也许因为场地开阔，

阳光充足，雨水丰沛，此处的梅树壮硕，梅花也开得格外繁茂。

那天，父亲和我打电话，嘱咐我别再给他买台历，他常去买药的药店已经给他送

了一本台历。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每一年的台历都是他上海的同学寄来的，每次

拆台历包装时，父亲都会把手洗干净，小心翼翼地拿出台历，把台历本串在铁制的台

历架上，并叮嘱我们也只有把手洗干净才能翻看。那些年的台历上印的图案有标语、

明星照和风景照等，我们兄妹仨一看就爱上了台历。父亲到数十里外的村办联中工

作，总忘不了带走台历，我们都急切地希望父亲哪天忘了带台历，可都没有发生。

我上初中时，到了父亲所在的学校就读，终于看到了父亲那视如珍宝般的台历。父

亲每晚睡觉前都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翻台历，并在次日的台历上写下当天的工作，比如：

初三（2）班上午第三堂政治课；县文教局来学校检查工作；安排年坤、长庆和仲海到镇上领

新书；课间操结束时，召集学生进行短时间监考动员；对学校发电机进行年检、消防检查

等。在台历上，父亲还会把中考那三天标红、折页，这些是台历中唯一折过的印记。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上班后，办公桌上也放置了台历。我的第一本台历是

父亲送的，父亲对我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你把每天要做的事都记在台历上，对自

己的工作进行规划和安排，就不会误事了。”因而，我的台历上记录频率最高的词便

是：上报报表、电费催收、银行托收、去某某客户处用电检查，当然还会记录一些家庭

琐事里所谓重要的事。我单位春节前都会印一些台历赠送给客户。有一次，一位客

户来到我办公室说专门来谢谢我，原来是前一年我送给他家的台历，他在台历里看到

用电小常识，失业在家的他萌发兴趣学电工，今年已被一家企业录用。

到了女儿这一代，她依然对台历情有独钟。女儿说：“现在的台历除了记事以外，

更有阅读和欣赏价值。”是啊，各式各样精致的台历令女儿爱不释手，习俗类台历、个

性台历、线装类台历和台架式台历等，真可谓图文并茂。有一年，女儿把我们全家的

照片做成台历，我们每个小家庭一本，真让我们惊喜，父亲说：“我一天要看好几次台

历，你妈妈更是天天拿纸巾擦台历。”

我还清晰地记得去年5月8日的清晨，当我醒来时，女儿房间里的台历突然出现

在我的床头柜上，我看到台历上有一只脖子上戴着琳琅满目的珍宝猪，神态平和，面

带微笑，巨显富贵安宁之意。看到这，我不禁莞尔一笑，原来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啊！

爱意在心底升腾，微笑在脸上绽开，女儿真是有心了。女儿的台历最近两年改了风

格，放置的是旅游景点的台历，喜爱摄影的女儿说：“美好的心情从早晨欣赏一幅画开

始。”当然，女儿也不会忘记在她办公桌上放一本台历，就像我和她姥爷当年一样。

洪兵（左）陶瓷艺术作品《金龙鱼》参加“2023当代陶瓷艺术珍品鉴赏大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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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古陶瓷的跨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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