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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或许李遊宇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与陶瓷不

解的缘分!

!"#$年"李遊宇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的一

个书香之家! 这是一个与陶瓷颇有渊源的风水

宝地!早在唐代"岳阳就以岳州窑烧造的陶瓷而

闻名于世!

从第一次的大学专业课到现在的汉光瓷工

作室"李遊宇与陶瓷已经打了近四十年的交道!

如今他的首创汉光瓷已被海内外公认超越了中

国明清官窑瓷器" 达到当今世界瓷器的最高水

准!

这四十年中他有过执迷有过怅惘" 但那个

关于陶瓷的中国梦却支撑着他越走越远" 从未

停歇!

%"&"年"李遊宇被作为交换教授"被派到

日本大阪艺术大学讲授中国陶瓷! 讲学过程

中"每每提到中国陶瓷的悠远历史"李遊宇都

会慷慨激动"但涉及现代陶瓷的部分"他往往

感到汗颜! 在拜访日本现代陶瓷的鼻祖山田光

时"一句来自于山田光对于中国现代瓷器的质

疑"重重地砸在李遊宇的心上"对于李遊宇来

说"这种诘问虽痛"但早已复刻入灵魂不服输

的倔劲儿"更加坚定着李遊宇振兴中国现代陶

瓷业的信心!

从那以后" 李遊宇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现代

瓷器的出路! 而一次日本的陶瓷实践课适时地

给了他一当头棒喝"他如梦初醒#原来中国现代

瓷器的症结在教育"而教育的症结在模式!

回国后" 他开始潜心于中国现代陶瓷的创

新性探索!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李遊宇再度

重走各大陶瓷产区"解读历代官窑"遍访民间艺

人"挖掘瓷艺精华!最终实现了传统瓷器在技术

和工艺上的创新"巧夺天工的汉光瓷横空出世"

受到了国内外陶瓷界的瞩目与追捧!

此时的李遊宇并没有为如今的成就就此驻

足"他清楚地知道要真正实现中国瓷器的振兴"

仅凭他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 这需要一代又

一代的专业性人才前仆后继的努力! 日本的经

验告诉他" 过去师傅带徒弟父亲带儿子的传统

模式必须打破" 而各高校现行的理论高于实践

的教学方法也有待改进!所以"李遊宇开始践行

工作室制" 为新一代的中国瓷人提供了更多的

动手机会与创作空间!

而此次$百名新锐计划%正是他为年轻的中

国瓷人提供的一个展示平台"李遊宇说"上海陶

瓷博览中心提供平台" 就是让青年艺术家直面

市场"把精力真正集中在陶瓷创作上"而不是放

在市场运作上&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次的展出中"

李遊宇看到了希望" 他欣喜地发现" 此次的展

出"$近亲繁殖%的关系已经开始动摇"一代有文

化'有思想的青年人正成为主力军! 李遊宇说"

这才是中国陶瓷未来的希望!

在这里" 我们分明看到一位大师为梦想的

执着"为振兴中国陶瓷的担当!当然"这步棋"更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现代陶瓷的明丽未来!

! ! ! !本刊评论员!在这次的(百位新锐陶瓷

艺术家作品展%中"您个人看好哪一幅作品)

李遊宇!每一幅作品各有特色，印象比
较深刻的是一幅《九安图》，他的背景是泼
彩不是泼墨，浑然一体，结合很好，形成很
完整的表现手法。

本刊评论员!您一直主张(瓷器就是时

尚%"对这话您是如何理解的)

李遊宇!在时尚的理念下，对瓷器的认
识不再是传统的概念，其创作也要超越传
统文化符号，从文化的精神层面进行再设
计。如在瓷器上画花卉，古人会将其画得栩
栩如生，但现代人可结合绘画技艺与烧制
工艺使其呈现出“装饰”味道。这既保留了
传统的画花卉特色，又通过现代意识将其
再创造，让人产生时尚的感觉。在这样的理
念引导下，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就变得有
迹可循。

本刊评论员!最近几年"您创作了很多

大幅瓷板绘画作品"其中*冰雪世纪+以赠

予美国总统奥巴马而出名" 在这 $冰河系

列%作品中"您是如何寻求突破"将传统与

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李遊宇! 在这一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
中，我做了许多实验性的尝试，也失败了很
多次，虽然我采用的是传统粉彩的材料，但
在工艺手法上进行了创新。我把有光泽度
的瓷板用粉彩彩料玻璃白打底，使画面呈
现柔和亚光的质感。而且，整个画面自始至
终只用了一种灰黑色，如同素描般反反复
复几十遍，层层叠加，层层晕染细化，再加
上粉彩本身具有立体感，使画面效果产生
微妙的厚度，这刚好符合我所要表现的一
个混沌的世界。

本刊评论员!作为一名艺术家"您是如

何建立自己的语言体系)

李遊宇! 瓷绘是材料工艺与绘画艺术
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特殊
的艺术语言和工艺语言，这种语言是我多
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首先是作品的美学
定位，从我的作品中既能看到许多中国传
统绘画的表现方法，也糅合了一些现代艺

术的元素，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或是
生硬拼凑，而是加以消化和吸收后灵活运
用，他一定是区别于国画家和油画家、装饰
画家。为什么？因为我把工艺的东西和陶瓷
的东西很强化，它一定是独立存在的，不是
别的东西能够取代的。另外，我认为任何文
化的发展离不开传承，而我需要做的就是
把中国传统工艺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
最终形成能被大众所接受的“雅俗共赏”的
装饰审美风格。

本刊评论员! 一件好的瓷器工艺品应

该具备哪些特质)

李遊宇!具体来说，第一个它的材料，
第二个它的工艺。第三个它的设计，这三者
缺一不可。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国瓷器有一
个提高的过程，一件艺术品不代表瓷器的
水平，只能代表艺术家的风格。所以我认为
我们要多培养技师，但是现状是很多本科
生与研究生出来并不想做技师，只想做“大
师”，所以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另一个弊
端，现在的学生只会纸上谈兵，实践太少。

! 十里南京路，承载着上个世纪的繁华与
这个时代的风潮。一个关于古典与时尚的展
会正在这条闹市华街上悄然举行。它像是
南京路的一个缩影，又像是它的放大。或许
北京不一定能遇上西雅图，但在这个名为
“百位新锐陶瓷艺术家作品展”上，新锐风
潮一定能遇上古老文化。在那里，你将看到
过去与未来的融合，感受到现代与古老的
碰撞。那是古老梦境，亦是现代童话。

忽入桃源，穿梭时间轴
一踏进南京东路 !!"号“上海陶瓷博

览中心”四楼，灯光忽然昏暗了许多，像是
忽入桃花源，没有了讨价还价的嘈杂，没有
了珠光宝气的铜臭，有的只是造型各异的
瓷器。它们安静地端坐在那里，仿佛等待了
百年，只为看客们的一次回眸。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中国人早
在约公元前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
明了陶器。英文中的“$%&'(”既有中国的意
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
是“陶瓷的故乡”。

展会中所展示的作品都是出自一百位
新锐艺术家之手，这些形态不一的瓷器)有
的作为瓷板画被悬挂在墙上，有的作为雕
塑作品陈列于展台，部分生活器具类的陶
瓷作品被置放于玻璃柜架中供人欣赏。虽

然此次展会规模不大，展出作品不多，但却
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时间轴，让我们隐约
看到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全过程。

夏朝以前，瓷器主要用于生活器具，到
了秦代，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
用之物也大为发展。而将瓷器推向圣坛，披
上宗教外衣的则是六朝时期。它们不再仅
仅关乎于柴米油盐，它们被镌上信仰，向后
人昭示着那个时代的虔诚。

在此次的展出中，不仅有回归原始的
生活器具，也有彰显现代陶瓷设计工艺的
装饰性作品。而其中的传统佛教题材再次
出众，比如用小颗粒相拼成一幅女人头像，
通过材质，表现版画的风格；有的在泥片上
雕刻后，作综合装饰处理；还有的运用艺术
形式的对称、对比、夸张手法，在中国元素
与当代艺术之间寻求融合要素，表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

当新锐思潮遇上古老文明
走着走着，仿佛置身于陶瓷的梦境中。

突然，一声狗吠把我叫醒。这件名为《花花
幼稚园》的作品由谢璇完成，创作者运用广
角变形的方式做特写，使一只小狗憨态可
掬的神态跃然于眼前，这样的处理不仅使
冰冷沉静的瓷器有了温度与活力。同时，也
在漫不经心中将时尚与古典巧妙融合，给

人一种后现代的观感体验，赋予了这千年
古瓷新的艺术语言。

由于瓷器本身的优雅特质加上展会大
气古典的布置，整个展厅散发着一种宁谧
的气场。而一条青鱼却为这份安静增添了
一抹明丽的动感之美。它向左摆动尾鳍，活
灵活现，活泼体态赋予了这件名为《畅》的
雕塑作品，蓬勃的生气与别样的美感。虽然
一不小心打破了展厅的宁谧氛围，却也聪
明讨巧地吸引了人们的驻足。

瓷器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太过鲜明
的东方符号，也许我们常常会先入为主地认
为只有古典的、雅致的才是瓷器应有的气质。
但展会中的这只狗、那条鱼却给了我们有了
另外一种启发，他让我们看到了瓷器生活化、
现代化的一面。如果说此次大赛的一等奖作
品《初》与《青瓷高足碗》是对瓷器古老文化的
回归，那么像《花花幼稚园》这样的作品便是
对中国瓷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创新。
旧的艺术是传统，新的艺术是时尚。当

传统遇上时尚，这样的结合看似矛盾，实则
展现了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勇于突破的魄
力与勇气。只有扎根于传统，同时又从新的
时代获取新的养分才能成就传奇、缔造经
典。如果你还惊异于新锐思潮与古老文明
的相容与共生，那么就来这里找答案。

(作者为本刊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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