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
W

EE
K

LY

设
计
荟

07

李遊宇
教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上海工艺美术学会 常务理事

上海中国陶瓷艺术家协会 会长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学院 副院长

上海市原创大师工作室领衔大师 （市政府命名）

全球范围的陶瓷产业，现

阶段都处于一个停顿不前的

状态。现在应该是发力的时候

了，而这种发力，也理应由我

们中国来完成。

——李遊宇

文化之光，继往开来

Q：这套瓷器的设计经过十个月奋战，那么花费最长

时间的是哪一环节或工艺？

A：其实，前期设计只完成了任务的20%，离最终完

美的成果相距甚远，更深厚的功夫在后期的实际操作。一

个新器皿成型，再使其成为一件完整的瓷器，并且要让所

有人挑不出毛病，还要便于生产。因为要制作的是一桌上

千件瓷器，其工艺上必须非常成熟，更少不了反复实验和

烧制。

汉光瓷的烧制温度，甚至比中国传统瓷器的烧制

温 度还高。后者最高为一千三百度，汉 光瓷的则可达

到一千四百多度，达到了瓷器烧制温度的极限。只有这

样，材质的美，包含白度、透明度、光泽度，这种十足的与

众不同才能显示出来。釉下彩工艺也是在这样的高温下

烧制，所以材质中不会含有普通陶瓷使用的铅、铬等有害

物质，还提高了器皿的釉面硬度，在使用中不易产生划痕

和变色，不同于大家普遍使用的骨质瓷。

彩绘到成型也是很重要的环节，都是手工完成。即

使是手工完成，我们也要保证作品都标准一致。所以我

们会用尺子测量图案，用秤给每件器皿称重，严格控制

器型、分量、颜色深浅都达到同一标准。但所谓“工不在

细”，工艺不是追求全都雕刻得细致、密集，这可以用于

部分，剩余的部分则要简洁、线条流畅，而不是浑身雕刻、

过于繁琐。工艺要入微，其余要极简，一张一弛的作品才

有可看性。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硬指标，美学指标这样的

软指标、个人指标也很重要。汉光瓷不是艺术品，而是实

用品，所以自由度小一些，力求让所有人都能接受我们作品的

美。它要具有亲和力，会和所有人对话，也会和使用中的人对

话。国宴用瓷更是如此，绝对不能有哪位贵宾提出异议，那就

是我们的失职。

Q：汉光瓷继承了我国古代陶瓷技艺，体现在哪些方面？

A：陶瓷是设计、艺术创作、实操等方面的综合学科，是

系统工程。那么这就必然涉及各个环节和工艺、数量众多的

人。我国古代官窑更甚，那是举一国之力、有组织地来打造皇

家官窑，所以中国陶瓷在历史上如此辉煌。我花了二十余年

时间，对中国上千年的官窑体系进行了完整梳理和研究。也

了解到许多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中国学习陶

瓷，以打造陶瓷作品。他们和我国古代官窑一样，绝非是政府

出钱制作陶瓷这般简单，而是以此作为国家的名片。汉光瓷

除了全面继承了我国官窑纯手工制作的特点之外，也希望可

以像过去的官窑一样，把中国陶瓷的水准、设计理念和制造

工艺呈现给世界。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软实力，也才对得起

“陶瓷之国”之名。但我明白没有最好，我们要不断完善、做到

更好，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有许多人对官窑认识不够，其实它是审美、创意和技艺

的结合。除了历代最顶尖的工匠，大量文人、士大夫、宫廷画

师等也会参与其中，就连皇帝也会思考陶瓷的设计，甚至自己

动手绘制图案。所以陶瓷绝不单单是工匠就可以完成的，它

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汉光瓷也是如

此，集结了一大批艺术家、学者和工匠。

为了做好《玉兰盛典》，我们整个团队连续半年没有休

息。大家不但没有休息，每天早晨八点上班，加班到晚上十

点，国庆节这样的节假日统统取消。但大家都是自发的，都不

愿意走。我想这是一种精神所在，是每个人的荣誉感、使命感

和责任感。这不仅是对于这次进博会而言，也是为了中国陶

瓷的未来发展。所以我们并非当代官窑，而是继承其特有内

涵、元素、模式、技艺等，用现代手法和表现方式制作出当下

的文化产品，并具有自己的初心和精神。

第二部分是装饰，就是在造型上做一些美化，起到

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是装饰不能脱离造型，所以这些白

玉兰图案都非常淡雅。这与汉光瓷釉下彩所具有的典雅

风格非常吻合。绘制白玉兰时，不论是对单件餐具，或是

盖子和盘子等不同餐具间，每换一个角度去观赏，都极富

美感。我们不会让每个面都充满装饰，我们要做到的是

装饰的完整。除了典雅，这套瓷器也要兼具国宴用器的

华丽。所以我们用了大量的金，而且不是一般使用的金

水，而是本金。这样的金比较厚，不会掉落。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大垫盘，它可以说是典雅与华

丽的结合。它的外部有整整一大圈白玉兰，是《玉兰盛

典》所绘制的白玉兰的浓缩版，其中不仅有花朵的各种

形态和姿态，也有枝干穿插。这是一幅完整的装饰画，绘

制手法也是隐隐约约的，与金色非常协调，也很安静，值

得推敲和细看。因为这个大盘子放在贵宾面前的时间较

长，不少菜品呈上后都是置于其上，也是我们俗称的“看

盘”。尤其是在菜品衔接之时，贵宾更会注意到空置的看

盘，就可以看到这幅完整的画面，颇为赏心悦目。这其实

也是一种新工艺：在本金上进行彩绘。这就避免了浮华和

张扬，而是华丽又不奢侈，让文化有内涵。

还有一种装饰，是我们为这些餐具都制作了的白玉

兰雕塑，每件器具的盖钮、毛巾扣，或盛开或含苞，活跃了

器皿的造型。当然，雕塑还要和器皿本身协调。中国陶瓷

在历史上也有与雕塑的结合，只是我们这样的大规模、集

中使用应属首次。如此满桌的白玉兰，使得国宴的气氛更

有生气、更为振奋。这也是我们和国宴的工作人员反复沟

通后，确立的想要达到的效果。汉光瓷已经承接过几次国

宴餐具的设计制作任务，我认为这次最为典雅。

重拾文化自信之路

Q：是否有人质疑过汉光瓷与其他陶瓷品牌之间的

差距还很大？ 

A：历史上中国陶瓷的伟大，可以说和官窑的存在

有很密切的关系。官窑是一项工程，许多人参与其中进

行研究，那是数千年奠定积累出的高度。其中，日本、德

国等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学习，并走上了上坡路。官窑到

清末就渐渐没有了，但其他国家的陶瓷在全力发展。

的确有人问过我，汉光瓷不过二十几年历史，怎么

同德国瓷器品牌“麦森”这样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品牌相

比较？他们搞错了，中国有近万年的陶器历史，几千年的

瓷器历史。中国陶瓷品牌，如何不能与之相较？我与他

们进行交流时，带去了汉光瓷，放在桌面上是非常贴合

的，不会摇晃。对方同样拿出一个碟子放在桌上，就有

轻微摇晃。他又拿一件，依然如此。还有汉光瓷白度达

到88.5%，麦森只有77%；汉光瓷透光度达到56%，麦

森为50%。所以我们正在做和会坚持做的，就是高水准

的传承和不懈的突破。

Q：现在国民对陶瓷的了解不多的原因是什么？

A：这几十年来，我们接受的与陶瓷相关的教育和

熏陶太少。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国是陶瓷之国。但国民真

正懂陶瓷的人并不多。日本人懂得陶瓷，他们的家里就

有手工陶瓷制品。美国人的陶瓷教育是从小学延续到高

中，作为必修课普及。所以很多人缺乏文化自信，不了解

中国的艺术。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而且这个情况已经

得到了改善，许多陶艺教室涌现出来，大人孩子们都很

愿意前去参与。文化有了普及，就会有提高。我相信关

于陶瓷这一课，就快被补上了。

Q：作为高校教育者，你如何培养青年学生学习传统

文化和增强艺术意识？

A：我们专业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新一代有

文化的手工艺术劳动者，而不是培养纯粹的艺术家。工

艺美术可以划分为“工”和“艺”。“工”指的是传统手工

艺，也是工艺美术的底线。中国的手工艺是非常值得继

承的。“艺”，较浅层面指的是美术基础、造型能力，较高

层面则是创意和设计。二者结合，是我们改革的重点。目

前我们开设以工作室为轴心的教学模式，其特点是强调

动手能力，同时穿插文化课、修养课、美术课。所以创意

和动手是同等重要的。我觉得要改变工艺美术教学的

状态，要配备一流的师资、教学条件设备、教学模式，才

能教育出一流的学生。师资队伍方面，我们改变了传统

教师队伍的成分，也会聘用兼职教师。但无论是专职还

是兼职，他们都必须能够自己动手。我们还会请来第一

线的工艺美术大师，这也是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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