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搪瓷展开幕这天，谢党伟终于

睡了个好觉。 这，也是他近半个世纪来

感受最踏实的一天。
半个世纪来，与搪瓷“挂钩”的人生

沉浮不断。 如今，2600 件搪瓷器物有了

宽舒、安顿之所，还能向世人展示风采。
更欣慰的是，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儿子、
儿媳，自愿从老爸手里捧过搪瓷 ，通过

外观设计及制造技艺的更新，致力于给

搪瓷赋予全新的功能和定义。
“这，真的是最好的归宿。 ”

“喇叭”师傅带出状元徒弟

关于搪瓷，谢党伟积攒了一肚子的

故事，每每回味每每有新。
谢党伟出生在普通家庭，家中五个

兄弟，排行老四。
1973 年 ，18 岁的谢党伟 走 出 校 门

进入久新搪瓷厂。 那个年代，能进一家

有着 40 年历史的国营老厂， 绝对是个

好出路。 而这个机会，是老母亲帮他求

来的。
当时 ， 谢党伟哥哥们都已上山下

乡 ， 老母亲扑通一下跪在学校老师面

前，帮四儿子求一个离家不远的工作。
就这样 ，谢党伟进了厂 ，他也暗自

发誓：不能愧对母亲的这一跪。
起先，他被安排进工厂自设的技工

学校学习，一周上课，一周进车间实践。
制胚、搪烧、喷花，每道工序都学了再反

复操练。
两年后 ， 他被正式定格在了喷花

车间。
慈母以外 ， 谢党伟最想感谢的是

严师———陈国庆 。 这位抗美 援 朝 老 兵

外号 “喇叭 ”， 对徒弟要求非常严格 。
常常一早就把徒弟 “拎” 起床，一起研

究、拆装喷花用的喷枪。 生活上，陈师傅

对徒弟很是关心，时不时会拎来甲鱼给

这个还在长身体的徒弟。
就这样，谢党伟渐渐吃透了喷花技

巧。 比如，喷枪角度的高低、半成品的冷

热、气压的大小，以及喷枪的旋转程度。
他甚至还开始关注艺术效果，最大

程度地翻译、还原画师的画稿。
比如， 牡丹花颜色要内深外淡，金

鱼肚皮通常颜色较浅 ，甚至于 ，一条鱼

画板上有七种颜色，他就调配出深浅不

一七种色，准备七支喷枪，渐次上色。
讲求艺术感的同时，谢党伟还慢慢

琢磨出了一套提高喷花速度的方法，渐

渐赶上并超过了师傅。
当时车间里的平均定额是两人一

天要喷花 240 个脸盘，谢党伟居然喷到

了 420 个。 为此，车间主任还曾偷偷带

队在背后掐表计算。
经审核， 这 420 个脸盘从速度、质

量到损耗、艺术效果各个角度考量都属

于 “一等”， 自此， 谢党伟喷花技法在

车间里流传开来。
1978 年，市轻工业局组织了技术比

武。谢党伟的参赛项目是给一个口径 26
公分的搪瓷饭碟喷花，结果夺得行业第

一。 奖品，依然是搪瓷，一个口径 10 公

分的杯子，上面写着 ：上海轻工技能比

赛 ，还有个大大的 “1”。 谢党伟如获至

宝，把这个杯子赠给了外婆。
当时，人民广场区域武进路上有一

个橱窗，以实物 、文字展示了这次技能

比武大赛中脱颖而出的精品和状元。 亲

戚天天去看 ，邻居天天来贺 ，这给了谢

党伟莫大的鼓励。
1979 年 5 月 4 日，谢党伟获上海市

首届新长征突击手，并于次年当上了工

厂的团委书记。

谁说搪瓷没有艺术品

这场轻工技术比武中 ， 谢党伟投

入全身心 “拼 ” 出的搪瓷饭碟 ， 在他

自己心里俨然是一件艺术品。
“谁说搪瓷只是耐用品 ， 没有艺

术品？” 他有了收藏搪瓷器物的念头。
既然是收藏， 首先要有经费。
谢党伟的经费来自三个渠道。
老母亲一如既往全力支持 ， 常常

省吃俭用 ， 偷偷塞给他三元 、 五元的

零钱。
其次，营养补贴。 那时候的喷花工

人，因涉及粉尘污染 ，每天有一毛两分

钱的营养菜，谢党伟常常省下这笔钱。
此外 ， 他还很会 “创收 ”。 比如 ，

家里吃肉 ， 他常常把自己的吃肉份额

让给哥哥 ， 每让出一块肉就问大哥要

四分钱 ； 他还会给弄堂里烧七星炉的

老头儿来回搬运煤油炉 ， 每天赚取两

分钱。
收藏， 还得有渠道。
最初 ， 他会攒了钱去工厂的销售

部买。
之 后 ， 他 还 会 去 包 装 车 间 “囤

货”。 熟悉的同事会把介于一等品和二

等品之间的货品以二等品的价格卖给

他 。 “比如 ， 一个脸盆一等品就是三

块多， 二等品只要两块八毛”。
亲朋好友的馈赠也是他收藏的主

要来源。
收藏， 还需要空间。

最早 ， 谢党伟收藏搪瓷器物主要

看花色 ， 后来还关注上了造型 。 渐渐

地 ， 脸盆 、 口杯 、 饭碟 、 盘子 、 甚至

痰盂 ， 收藏了一大堆 。 床底下塞不下

了， 就寄放到朋友家。
1986 年，谢党伟结婚，在从商亲戚

的资助下， 他有了公平路 11 个平方米

的婚房。 即便如此，新地方很快也不够

用了。
此后，数百件搪瓷器物跟着谢党伟

辗转多处。 直到 2006 年，夫妻两人买下

了四川路上 200 平方米的房子，这些器

物才得以舒展。 忍了多年的老爱人一再

提醒：“不要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摆放在

家里了”。
谢 党 伟 还 是 没 忍 住 ， 各 种 展 柜 、

架子纷纷搭起来 ， 还经常带朋友来参

观 ， 客厅成了 “九曲桥 ” 般的展示室

和接待室。
一次，一名国际友人来看过后提出

以上千万价格收走藏品，被谢党伟一口

拒绝，“这些见证了我们国家的民族工

业和工业设计 ， 也盛满了几代人的情

感，千金不换。 ”

再续百年搪瓷梦

与藏品的颠沛辗转相比，更大的冲

击来自于搪瓷制造行业整体的衰落。
2002 年 9 月 21 日， 一个令谢党伟

终生难忘的日子。
当天上午，目送着货车把最后一个

集装箱内的货物拉走 ， 站在空荡荡的

车间里 ， 谢党伟哭了 。 在整体产业结

构调整 、 关停并转的大背景下 ， 工厂

不 得 不 停 业 关 门 。 他 怎 么 也 没 想 到 ，
自己奋斗了一辈子 ， 结果却成了搪瓷

厂的末任厂长。
当时， 谢党伟手上还有 10 多个未

完成的外贸单子 。 出于责任抑或出于

对搪瓷的痴迷 ， 不甘心的谢党伟借来

108 副模具，带上原先工厂里的 14 名技

术骨干，并在早前下海经商的妻子的帮

助下举债 50 万元，来到南汇老港创业，
办起了一个小搪瓷厂。

离开体制的创业 ， 远比谢党伟设

想的还要艰难 。 由于管理疏漏 、 原材

料 价 格 上 涨 等 因 素 ， 工 厂 入 不 敷 出 ，
不得已关门大吉， 并留下了 22 万元的

债务。
站在南汇海边 ， 谢党伟感觉自己

和搪瓷一样已被时代 “抛弃”。 他拨通

了妻子电话 ， 一番交待之后 ， 决定一

了百了 。 妻子百般劝解 ， 最终将他拉

了回来。
也就在那一晚，整夜未眠的谢党伟

决定放下自己的执念，踏踏实实从头再

来，过好日子。
工厂倒闭后的这些年间，他先后在

三家企业任职 ， 做过中介公司人事总

监，当过监理公司副总 ，还做起了外企

的人力资源总监。 每干一行，他都拿出

当年做喷花技工的认真劲头。
已经安于现状的谢党伟怎么都没

想到，这次，是搪瓷主动找上了他，再续

缘分。
就在 2015 年， 谢党伟的儿子带着

女友留学归国。
第一次上门，小姑娘见到了谢党伟

家中展陈的无数搪瓷器物，当即直爽地

问：“叔叔，我们做搪瓷创意品怎么样？ ”
思索了两三秒，谢党伟回复：“行”。
这两三秒彻底 “激活 ”了谢党伟内

心封存着的有关搪瓷的那个梦想。
这些年来悄悄搜索到的讯息在他

眼前快速闪过———这些年，搪瓷尽管渐

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其制作技

艺和使用范围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日用

品发展到家电、医用、建筑、洁具等多领

域，以热水器内胆为例 ，以往用的是不

锈钢，焊点会出现腐蚀、漏水等现象，而

搪瓷是将无机玻璃质材料通过熔融凝

于金属上的复合材料， 具有耐腐蚀、耐

水性等特点，逐渐取代了不锈钢；如今，
国内生产的搪瓷产品八成以上出口，一

个 中 高 档 的 铸 铁 搪 瓷 锅 在 国 外 售 价

2000 元左右；国外，搪瓷制品的花色及

器形丰富多彩 ，早已突破了口杯 、面盆

之囿，而被广泛应用于灯饰、家电等等；
一些经过技术改良过的搪瓷器物也开

始出现在宜家、无印良品等店铺中。
看到了搪瓷春天的谢党伟也攀爬

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山丘。
在儿子 、 儿媳的操持下 ， 一个专

注于搪瓷创意产品开发的新品牌 “玖

申” 正式成立， 时尚设计、 改良工艺，
加上对文化生活的诠释， 使得 “玖申”
的产品迅速进入沪上各类买手店 ， 如

衡山合集等。
与此同时 ， 谢党伟老两口也寻到

了嘉定江桥一处功成身退售楼处 ， 将

其改造成一处静谧的江南园林 ， 用于

展出谢党伟 2600 件珍藏的搪瓷器物 。
谢党伟也在新浪上开出了关于百年搪

瓷展的微博， 一下子 “圈粉” 2 万多，
评论数万条。

策展由学习艺术设计及品牌管理

的儿子儿媳全程“操刀”，不仅展出了不

同年代千姿百态的搪瓷风采，还回溯了

搪瓷百年历史，以及搪瓷制作技艺的演

变，国外搪瓷神韵等等。
一个人 、一个家 、几代人和搪瓷间

的故事还在继续……

下图左： 这个搪瓷盘是 1929 年在

杭州西湖举办的世博会纪念盘。
下图中： 上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搪

瓷脸盆， 业内称为德胜款脸盆。
下图右 ： 这个民国时期食篮做工

精细 ， 由人工敲边 、 手工堆花制作而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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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搪瓷来讲述
“生活美学”

“我们要做的， 是给搪瓷重新

定位”。
不同于父亲的娓娓道来， 1989

年出生的谢贤直截了当。
谢 贤 犹 记 得 ， 童 年 生 活 中 似

乎 到 处 都 是 “哐 当 作 响 ” 的 各 类

搪 瓷 器 物 ， 一 段 时 间 这 甚 至 让 他

觉得烦。
此 后 ， 他 赴 意 大 利 米 兰 学 习

时 装 设 计 。 留 学 的 透 气 时 光 和 距

离 产 生 的 美 感 ， 让 他 得 以 从 另 一

种 角 度 重 新 审 视 父 亲 珍 视 了 一 辈

子的搪瓷。
一 次 ， 他 和 女 友 一 起 观 看 了

在 意 大 利 举 办 的 世 界 搪 瓷 大 会 的

图 文 资 料 ， 国 外 搪 瓷 器 皿 的 色 泽

和 造 型 让 小 两 口 “惊 艳 ” 不 已 ，
也 让 他 们 看 到 了 国 内 搪 瓷 未 来 的

发展新空间。
谢 贤 说 ， 在 国 外 ， 搪 瓷 和 珐

琅 的 英 语 单 词 是 同 一 个 ， 而 从 制

作 工 艺 看 ， 景 泰 蓝 和 珐 琅 是 铜 胎

上 釉 ， 搪 瓷 则 是 铁 胎 上 釉 ， 工 艺

差别并不大。
回国后， 志同道合的小两口迅

速组建了两个家： 一个是自己幸福

的小家， 另一个就是专注于搪瓷创

意产品开发的新品牌 “玖申”。
玖， 这个字在古语里代表着器

皿光泽， 也寓意着让百年搪瓷在生

活中重放光彩。
经过近些年的制作技术改良，

瓷釉的密着性已大大增强， 也就是

说， 瓷釉和铁胎之间的结合将更为

紧密， 避免了过去搪瓷不经摔， 一

摔一块疤的尴尬。
小两口在国内兜兜转转， 最终

在浙江和广东各联系到一家厂家，
愿意接手生产这种量小、 而质量要

求高的设计师品牌搪瓷。
目前的搪瓷生产流程是： 大型

机械制胚， 然后上釉， 再进行手工

贴花。 生产过程中的废水， 有专门

防污处理器， 而贴花环节也避免了

以往喷色所产生的污染。
经过前期的开发、 打样、 及反

复修改， 半年后， 由谢贤爱人高欢

欢亲自设计了 4 个系列的搪瓷杯、
盘制品正式面世。 有色块和线条的

碰撞， 有时尚的编织环绕图案， 名

为 “收获” “流淌的世界” “木头

与马尾” “线索” 等 4 个系列产品

进入了上海、 北京、 杭州等地的买

手店， 市场反响良好。
谢贤创业的过程， 也暗含着两

代人对于搪瓷不同的观念和理解的

冲撞与妥协。
老一代观念中的搪瓷， 功能还

是比较朴素， 图案也大多是老一套

的 “万紫千红” “花好月圆” “芙
蓉鸳鸯” 等。 而谢贤眼中的搪瓷，
就应该延伸功能， 借由杯盘碗碟延

伸入每个家庭和生活的各领域， 图

案也应该既有中国元素， 也讲时尚

标签。
好在， 两代人有着同样开放的

视角和心态， 也有着同一目标： 把

更精致的搪瓷产品送入世界。
有一个问题， 十多年来， 谢党

伟一直没琢磨透。 一次， 他赴美国

考察时， 偶然间发现， 自己厂生产

的外贸订单搪瓷盘 （单价 1 美元），
被装在镜框里挂在了美国人家的厨

房墙上 ， 一问价格 ， 30 美元 。 凭

什么卖这么贵？
现 在 ， 谢 贤 能 很 好 地 给 出 答

案： 这就是艺术的附加值， 也是我

们要给搪瓷重新下的定义： 不止是

生活用品， 更蕴含着生活美学。

末任厂长和他的
百年搪瓷梦

1916 年， 英国人麦克利在上海闸北顾家湾 （现中山北路、 恒业路附近） 开设广大工厂， 这是
洋人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搪瓷厂， 制造牌照、 口杯、 食篮、 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

就此， 搪瓷在中国翻开辉煌一页。 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里， 搪瓷器皿成了几代中国人的
生活必需乃至精神图腾。

然而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变革， 当不锈钢、 铝合金、 塑料渐次进入市场， 搪瓷这个平日里哐当作
响的器物倏尔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搪瓷进入中国将近一百年时，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自筹资金面向公众办起了一场搪瓷百年展，
将自己近半个世纪来收集的 2000 多件各类搪瓷制品轮转展出。 展览吸引了政府部门、 业内人士、
居民以及媒体前来观展， 截至目前已近 5000 人次。

大家眼里， 办展者为大家找回了 “集体记忆”。 而办展者心里： 这， 不过是给自己与搪瓷间大半
生情缘的一个最好交待。

办展者， 名叫谢党伟， 上海久新搪瓷厂末任厂长。

喝下凉开水，嘴边的那一丝甜

关于搪瓷，你想起了什么？
至少，我有这些。
上幼儿园第一天，午餐时间 ，阿姨

发来一只绿釉白底的小碗，乘着喷香的

饭和一个大肉丸，炊事阿姨故意用饭勺

子敲得碗边铛铛作响，提醒大家趁热快

吃。 这只看着敦实的小碗，很好地安抚

了正处于“分离焦虑”中的我，尽管因为

吃得慢， 肉丸被其他小朋友抢了去，但

这顿饭回味起来依然香甜。
中学时， 午餐前的最后一堂课，老

师常常拖堂。 一放学，大家都揣着搪瓷

饭盆飞奔去食堂。 而我那位跑得最快的

同桌，挑起了代买饭菜的任务，这样的

“代购”一代就是三年，每每捧起热腾腾

的搪瓷饭盆，就不由暗自庆幸有这样一

段质朴的友谊。
刚入大学，学校发给每人一个印着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的白搪瓷面盘，
没想接来时一个激动，当即摔出了一个

黑疤。 但就是这个带疤的搪瓷盆，伴随

着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后”无忧无虑的

四年光景。
最怀念的，还是外婆家那个超大口

径的搪瓷杯，上面有着红色大大的“奖”

字。 在没有纯净水、矿泉水的年代，外婆

常用它来凉白开水。 夏天，在外玩得满

头大汗，家里总有它在等着我，冲进屋，
捧起杯，咚咚咚，喝下大半杯水，嘴角似

乎还会泛起一丝甜味。

搪瓷， 又称珐琅 ， 是将无机玻璃

质材料通过熔融凝于基体金属上并与

金属牢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材料。
珐琅， 古埃及最早出现， 其次是希腊。
6 世纪欧洲嵌丝珐琅 、 剔花珐琅 、 浮

雕珐琅、 透光珐琅、 画珐琅相继问世。
8 世纪中国开始发展珐琅， 到 14 世纪

末珐琅技艺日趋成熟， 15 世纪中期明

代景泰年间的制品尤为著称 ， 故有景

泰蓝之称。 19 世纪初， 欧洲研制出铸

铁搪瓷， 为搪瓷由工艺品走向日用品

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中， 各类工业发

展， 促使钢板搪瓷兴起 ， 开创了现代

搪瓷的新纪元。
搪瓷作为工业品，为中国普通百姓

所用，要从上世纪初算起。 值得一提的

是， 在 1956 年中国制定搪瓷制品标准

以前，这种将无机玻璃质材料通过熔融

凝于基体金属上，并与金属牢固结合在

一起的复合材料，被称作珐琅。 至今，国
外，人们还称搪瓷为珐琅。 珐琅是音译，
古代又称“佛菻”、“佛郎”、“拂郎”。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年年轻轻的的设设计计团团队队已已经经对对传传统统搪搪瓷瓷的的工工艺艺及及造造型型进进行行了了颠颠覆覆与与再再创创造造，， 让让搪搪瓷瓷发发挥挥出出全全新新的的生生机机与与活活力力

展展厅厅内内的的几几千千件件搪搪瓷瓷展展品品汇汇成成了了中中国国搪搪瓷瓷百百年年的的时时间间轴轴，， 谢谢党党伟伟多多年年的的心心愿愿也也在在这这里里实实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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