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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祖先、诠释当代、雅俗共赏、

不断创新。                             ——李遊宇

创想

 柳桥 修二
挂上粗釉后正常烧制，并在上面用化妆土做出彩

色的“冰纹”图样，再接着进行二次烧制。艺术家计划以

拉坯为主要技法，更进一步去体现一种现代美。

 饭沼 耕市
作品使用粗糙的胎土，加以独特的材料，调和出

银色和黑色混合的微妙色泽和质感。作品将火中诞生的

“脆弱的水泡”一般的纹样与主题交融在一起。

 根本 达志
在创作作品时，总是会去从大自然中寻找灵

感。此外，作品在拉坯的造型和柱体绘画技法的基础

上，重点考虑造型和图案的平衡性。

 羽石 修二
用粗、细两种白陶土加少量红土，在这基础上混

入陶瓷粘土作为基本材料进行陶器制作。在柴火窑里

加入劈成细条的落叶林木的木材，且木材要经过两年

的干燥处理。用这种燃料烧制作品的话，4天出窑。

 大贯 博之
   陶器作品上的纹样主要是一些以身边花花草草为

蓝本的图案。工艺主要以拉坯成型，使用木板堆砌法

塑形，并在上面印刻上纹样，最后用颜料着色。

李遊宇

汉光瓷创始人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副院长

生活周刊×李遊宇QA
Q：你为什么会策划这样一场展览？又是如何选择了这十

位艺术家及作品？

A：我希望这次展览可以成为中日两国间陶瓷艺术交

流的起点。这十位艺术家都是在日本享有较高知名度，在

国际、国内多次获奖的艺术家。他们都曾经过严格的学院学

习，坚持本着匠人精神进行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

术风格和语言。这次展览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些作品大都根

植于生活，并与之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Q：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艺术大门是怎样为你敞开的？

A：我的家乡在湖南岳阳。“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洞

庭湖对我的少年时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形成了我对线

条、色彩、光影的最初感受。自懂事起，我就开始练习书法和

绘画，读过私塾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1975年，湖南省轻

工业专科学校（现湖南省理工大学）工艺美术专业的老师来

招生。招生那天，我和同学一起去凑了个热闹。我的同学对

招生老师说我画画很好。招生老师看了看我，让我试着画一

幅写生。一个小时后，我完成速写，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被湖

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录取了。

Q：你本来是学习画画的，为何后来会转而选择陶瓷？

A：197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全国招生，当年共有8

万人报考，可实际名额不足200个，我有幸通过了竞争，跻身

顶级学府，但是工艺美院不设国画专业，因此我在几个备选

专业里，选中陶瓷。我误以为陶瓷就是在瓶子上画画，只要

能画画，就是我当时所向往的。1978年春节后，憧憬着绘画

的我启程北上，又一次迈开梦想的步子。没想到，这一脚跨

进陶瓷系，变成了我这一生为陶瓷事业奋斗的开始。

Q：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你艺术道路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A：1980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造币

厂，从事人民币设计。工作清闲之余，我临摹了全世界几乎所

有币种的图案和浮雕，为日后的浮雕技法奠定了基础。

Q：赴大阪研修现代陶艺期间，是否遇到过特殊经历？

A：我遍走日本所有陶瓷产区，同时研究日本的当代陶

瓷，发现日本曾深受中国古代陶瓷影响，但已形成了自己的

民族特色。一次，在拜访日本现代陶瓷的鼻祖山田光时，我遇

到了十分尴尬的问题。山田光问我：“你们中国的陶瓷在历史

上很辉煌，为什么你们现代陶瓷却越来越不行了呢?”这个问

题，戳中我在日本这几年心中的隐痛。这些经历也成为了日

后我奋斗、激励自己的动力源泉。

Q：传统陶瓷工艺在哪些方面可以创新？

A：材质与工艺。在 我 看来，陶瓷 是科 技与 艺 术 的融

合，但首先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忽略科技改进，追求造型、

装饰，在我看来，是舍本逐末。陶瓷科学的本，是何物？是材

质。材质上的超越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超越。解决了材质的

问题，第二阶段就是工艺流程的创新。我系统地研究了传统

制作手法，如制泥、拉坯、沥坯、装饰等，取其精华并创造性

地引入高温釉下彩的制作手法。

 大野 佳典
   作品整体上具备了两种极端性：开放感，以及由压

抑和制约带来的紧张感。我的创作目的就是将自己在

创作时的纠结和临场感通过作品传递给大家。

 丸山 辉悦
   偏爱瓷器鲜明的质感，所以其作品重视器型和图

案模式的一体感。在胎体上仔细雕刻以花草树木为主

体的图案，并用染料上色后低温烧制成型，再挂上彩

釉后正常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