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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文化的开放性
上，景德镇和上海有相同之处，不同国家、年
龄、教育背景的人，怀着对陶瓷的热情来到这
里，都可能在这里找到一片天地，这也是在国
内诸多陶瓷产区中，景德镇最为吸引人的一
点，”在最近出版的著作《入泥》中，顾青这样
写道，“因为要日日跟泥土打交道，解决泥料、
釉药、烧窑的各种问题，他们往往朴素实在，
性情内敛，有些人甚至寡言。”
和从事其他行业的年轻人相比，做陶瓷

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这个群体特有的属性，这
一点和老一代陶瓷创作人如出一辙。张爱玲
曾形容深爱一个人的姿态“低到尘埃里”，而
作为新一代的陶瓷创作者，这群年轻人的日
常创作姿态融入到了泥土之中。“只有让自己
融入泥土，才能有机会理解创作的各种意趣；
也只有双脚踩在大地上，才能耐得住寂寞，不
争一时得失。”

近日，顾青策划了一场名为《入泥———
本土青年陶作家群展》的展览，将她在《入
泥》中所采访的一批年轻陶瓷创作者的作
品搬到了上海。通过这些鲜活的作品和背
后的创作者，人们看到了中国陶瓷历久弥
新，重新焕发生机的景象。

寂寞中钻研!平凡日子生花
除了带作品来上海参加各种展览时免不

了热闹之外，大多数时候，陶瓷创作者的生活
平淡宁静，在旁人看来很是寂寞，但他们却乐
在其中。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陶艺系的
汪豪，曾在上海乐天陶社工作室担任助理。不
久之后，他便来到景德镇。在前往日本陶器之
乡益子做了大量考察之后，他在景德镇三宝
杨梅亭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景德镇，除了
设计创意之外，制瓷对应的每一道工序都能
找到不错的手艺人、执行者，但秉持创作者不
能脱离日常的训练原则，多年以来，他一直坚
持制瓷的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按照汪豪
的解释，手上的熟练能让他更加贴近自由表
达的理想。
“他做的茶壶，小口盖，影青釉水烧得极

美，积釉处一泓清澈如水，壶身以折痕为装
饰，打破了单纯的弧面。”有行家这样形容汪
豪的作品，是将日常生活融入每一个创作细
节之中才能产生的质感，不张扬，却合心称
手。
当景德镇吸引了更多年轻人，三宝杨梅

亭从原本寂静变得日渐拥堵之后，汪豪将工
作室搬到远离“陶瓷贩子”的荞麦岭去了。可
能是生活状态的改变，与他相熟的买家、策展
人发现，汪豪的作品日趋质朴，没有之前的那
么惊艳，但却能让人体会出手作陶瓷的本色。
正因如此，虽然偏远，汪豪工作室和居所却成
为行家们热衷探访的聚点，因为只有在这里，
平淡好吃的食物，都被盛放在汪豪亲手制作
的作品中。汪豪半开玩笑地说：“做自己的作
品，在别人用之前，先满足了自己，不会有比

这个更加紧要的事业。”
冉祥飞也是年轻创作者中耐得住寂寞的

代表。几年前，很多媒体关注他是因为，在校
期间，他的设计拿下了红点奖“至尊奖”，毕
业之后成为红极一时的设计组合“三生无
形”的主创、设计总监，冉祥飞名声正隆，风
头一时无二。然而，迅速成名之时，他却果断
放下，投入到了需要耐得住寂寞的陶瓷创作
之中。心中抱着理想，喜欢安静生活的他对
重新开始的艰难有十足的思想准备：“这是
下一个起点，要把一切归零，一起又是从零
开始。”
数年之后，当他带着手工拉坯的“山雨

碗”登陆“设计上海”，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一些知道他成长背景的人发现，斑驳的釉色
和雾气环绕的湘西风景颇有相似之处。“我在
借用传统手工艺的神和小清新瓷碗的形，表
现自己对故乡湘西的一点思念。”这和当年他
获得红点设计“至尊奖”的月影杯的初衷如出
一辙，虽然没有明说，但不少人看懂了，这才
是真正的他和他想要做的事情。
对于银彩系列，他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起

初，调银粉试剂都不成功，他的创作一度处于
焦灼状态。反复试验之后效果稳定下来，冉祥
飞才做出了上银釉之后打磨到产生金属质感
的银彩系列八角公道杯。作品受到好评并没
有让他感到满足，之后，他又尝试了多种银彩
的表现方式，将自己行经各地所见的山水意
象展现在陶瓷平面上。“天空很高，大地很远，
我渺小而卑微地站在中间，力所能及地表达
自己。”
平凡安静的日子，因为年轻创作者的投

入和热情，开出了不平凡的花。

再造古老瓷艺!焕发年轻态
对媒体来说，殷九龙不算是陌生面孔。作

为平面设计师，他的爱美、牙尖、爱流泪、喜新
厌旧是出了名的。然而，在顾青的《入泥》之
中，殷九龙却展现出了作为陶瓷创作者孤独
的一面。!""$年他去景德镇参观，看到的都
是一成不变的老作品，很是失望，于是便有了
创作新品的想法。
他选择和景德镇当地手艺精湛的工匠合

作，但一开始的磨合并不顺利。已经做惯了传
统器形状，习惯描摹传统纹样的老师傅第一
眼看到他的设计创意，充满了质疑和否定。但
在殷九龙，合作得以继续。

当殷九龙的第一个系列“%&%"""”在上海
展出时，他就这样，以设计行业的老面孔、陶
瓷领域的新面孔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传统
的青花瓷被他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比
如，“梅瓶”虽然保持了传统的基本形状，和
传统瓷器一样工整优美，却已经经过巧妙的
改造，在瓶肚最宽处分为一个小水杯和一个
高水杯。而类似现代波普艺术的笔触，赋予
了这些创新陶瓷作品表面波点、条纹、菱形等
几何图案。

之后，殷九龙又设计制作了 '!系列的
盖碗茶和咖啡杯，将成都人日常用的盖碗茶
进行了线条上的修改，增加了棱角，不同盖碗
颜色可以任意组合，大大增加了器物的趣味
性。而 ()*+系列花瓶，则通过大胆的分割，将
花瓶创造性地一分为二，变化出三种使用的
可能，颜色单纯而跳跃，也使得 ()*+系列作
品兼具了实用性与趣味性。让古老的瓷器重
新焕发年轻态，连荷兰王后马克西玛也成了
殷九龙作品的顾客。
殷九龙坦言，自己创作陶瓷的目的就是

要把美的东西送入人们的生活中。“现在人人
都在说创意和匠心，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创作
者在对当下世界认知基础之上的回应。埋头
苦干了还是做出很丑的东西，那算是什么创
意和匠心？”

蕴藏匠心的都是好故事
在《入泥》之中，人们看到不同的年轻创

作者探索陶瓷创新的各种状态。事实上，早在
!"%"年，顾青开始接触观察这批年轻创作
者。“我了解他们的创作历程，也感动于他们
在创作中投入的热情和坚持，选择的同时也
是对作品的肯定。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这本
书的线索，通过这些‘切片’，我想部分还原出
目前日用生活陶瓷领域的现状，同时也尝试
梳理一些器物审美方面的逻辑。”

对于这群聚集于景德镇的年轻创作者，
顾青用了“景漂”一词形容他们。青花可以描
绘现代感十足的波点和格纹；金属质地的银
釉能勾勒烟雨朦胧的山水；市井的盖碗可如
咖啡杯般时髦华丽；葵口和划花器皿复活的
形制里有朴素的美……在年轻的创造者手
中，古老又日常的陶瓷，焕发出许多新的可
能，传统也现代，艺术亦生活。
踏实工作，真实生活，每一个蕴藏执着匠

心和鲜活创意的陶瓷创作故事都让人感动。
“他们的创新之路还很长，需要继续探索”。顾
青坦言，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不容易。但好
在，这些创新者已经逐渐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除了专业买家、策展人，大众之中也逐渐出现
他们的“粉丝”。用顾青的话来说：“中国市场
足够大，我相信每个认真的创作者，都能找到
欣赏自己的族群。”

绿叶入泥更护花

创新 也得耐得住寂寞
! 琳恩

“China”———代表中国生活艺术的
陶瓷，又迎来了一波创新热潮。近些年
来，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创作者们聚集
在景德镇，用陶瓷作为创作介质，以头
脑和双手的彼此协作书写自己的理想，
用坚守和创新塑造新一代的中国陶瓷
风采。从2010年开始，因为工作机缘，
沪上知名媒体人、策展人顾青开始涉足
陶瓷艺术。当她踏足景德镇这个古老的
中国瓷都，便被这里传统与创新交融的
火热景象深深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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