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开的白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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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陶瓷课堂，是李遊宇梦开始的地方。四十一年以来，李遊宇越学习，越了解，越创作，就越

发热爱中国的陶瓷及其文化。最初的梦想在他的内心深处悄然生长——要成为一个陶瓷大师，发扬光大中国的陶瓷事业。

中国的陶瓷在历史上曾经如同一颗璀璨的星，夺目地闪耀于世界的文化天空。中国的陶瓷曾被作为主要贸易品之

一，出口至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各国。中国的名字“China”，也来源于此。

但近百年来，中国瓷器这颗星星，没有以往那么亮眼了。站在历史的这个当口，回望身后，是中国陶瓷曾经的辉煌，身旁

有他国人对中国陶瓷的怀疑甚至轻视，李遊宇向前看，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中国当代生产的陶瓷，依然成为中国的骄傲，让

世界为之叹服”。

他把身心都投入到陶瓷事业上：创立品牌、发展陶瓷技艺和传播陶瓷文化。技艺上，他刷新了陶瓷制作指标所能达到

的最高值，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传统。审美上，他把握住时代特性，让作品成为华丽典雅的国宴用品，也成为简约流畅的日

常器皿。这一次，李遊宇与陶瓷作品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再续情缘，象征上海品格的白玉兰在国宴上盛开，也在每

个中国人心中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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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国宴白玉兰”

Q：为什么选择“白玉兰”作为此次国宴用瓷的创作主题？

A：今年春天，我和汉光瓷团队承接了为进博会定制国

宴用瓷的任务。任务的要求是体现进博会的精神，这是比

较抽象的概念。具体来说，从一件件适用的器皿来表现的

话，那就需要将其落在实处。我们考虑下来，与进博会可以

结合起来的、最为相关的内容，就是上海特色。经过与相关

部门等多次讨论、协商，最终确定：以上海市市花白玉兰作

为此次国宴用瓷的创作主题。上海的城市品格是开放、创

新、包容。而白玉兰作为上海市市花，不仅具有芬芳优雅、

皎美的花容，宛如上海人民的情怀；还有迎风招展的婀娜身

姿，仿佛是它们正张开着臂膀，笑迎八方来客。白玉兰的品

质正是上海特色的生动写照，也契合了进博会的精神。

Q：历来选用白玉兰作为创作主题的作品不在少数，这

次你们是如何表现白玉兰的？

A：确认用白玉兰作为主题只是第一步，要将白玉兰

元素真正幻化为具有较 广的包容性和较高美感的一套

餐具，这才是最大的难点。首先，瓷器要解决的问题是造

型。可以说，瓷器的造型决定了其基本的特色和性质。自古

以来，造型都是具有人文因素的，因为它是人工捏制而成

的。这次的国宴器皿供几十位国宴贵宾使用。根据当代国

宴分餐制的特点，每位贵宾独自使用的餐瓷为四十件，主要

分为餐具、酒具、咖啡具三大系列。当几十人都在使用这套

餐具时，其盛景可以想见，犹如满桌的白玉兰盛开。从每件

餐具单独来看，咖啡壶、料壶、酱油壶等分别表现的是白玉

兰开放时各阶段的姿态，比如初见花苞、含苞待放或是全

然盛开。但是这些造型不能直接一成不变地照搬白玉兰的

姿态，我们抽取了白玉兰姿态的基本造型，再抽象出典型特

质，最后确定出器皿的造型。它们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和

而不同。

另一方面，这套瓷器还要特别注重功能性。以菜品的

餐具举例，其盒盖和器身是一个整体，所以二者的大小和

边缘是互相吻合的。盖和器相合，是因为要保证菜品的保

温。当贵宾打开盒盖时，餐具内盛放的菜品的温度应是三十

至四十度。菜品从厨房拿出，到送至餐桌之间的这段距离

内不能变凉，这是国宴的要求。我们和厨师长、相关工作人

员做了反复的研究。再如放置前菜，也就是冷菜的这套餐

具，是在贵宾们进入宴会厅之前就已经放置在桌上的。这

个餐具的要求就是大而平。打开后，其内盛放的是几组冷

菜。我们预想的是，餐桌上有几十份前菜，那也就是几十套

前菜餐具，就得有几十个较大的、圆润的盖子。这是充满气

氛的场景，也是中国人的习惯。当贵宾一走进宴会厅，隆重

的仪式感便会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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