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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陶艺家朱乐耕近日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

谈群”结合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委员们交流生肖文化与环境陶艺的知

识，受到了委员们的广泛好评。从事陶瓷艺术创作事业40年来，他坚

持不懈地对中国当代陶艺进行创新性发展，希望未来能在世界重现中

国陶瓷艺术的光辉，让古老的中国陶瓷文化焕发新生。40年来，他用

自己的理念和创作，用自己的匠心精神，让中国当代陶艺以一种全新

的姿态走向世界。在他看来，在未来的发展中，陶瓷艺术不仅仅只是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器用，还可以建构成具有情感交流的整体性陶艺

空间，将中国传统艺术的象征融入各个国家的大型城市建筑中，融入

城市发展的公共空间中，融入国家人文发展的宏阔历史使命中……我

们因此看到了朱乐耕创作的一个个宏阔壮观的当代陶艺空间和当代环

境陶艺，与国内外的诸多建筑、公共空间崭新地融为一体，刷新了人

们对陶瓷艺术的看法和感受，他也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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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为诸子说
余才林

从传统向当代的转型

我出生在中国的陶瓷之都景德镇。陶
瓷对于我来说，是自出生以来就目之所及
的东西。我的父亲朱明先生是当地知名的
陶瓷艺术家，因善交朋友，家里经常高朋
满座，大家一起吟诗作画，切磋陶瓷技
艺。我早期的艺术生涯，就是在父亲及老
先生们的熏陶下建立起来的。

“文革”期间，家中东西尽毁，父亲
唯一留给我的，就是一枚刻有“万象为
师”的图章，这 4 个字，不仅成为一种传
承，更成就了我一生陶艺创作的灵魂。

正是这样的熏陶让我在青年时代便崭
露头角。1985年，我成为景德镇陶瓷学院
美术系的首届研究生，研究生期间，我的
古彩瓷器皿《风筝》在首届“景德镇国际
陶艺大赛”上夺得了金杯奖。

1991 年，我到日本参加第三届美浓
国际陶艺展。这是全球最有名望的国际当
代陶艺展平台，让我颇为震撼的是，在这
里无论是陶瓷材料的变化，还是陶瓷语言
的艺术性，都完全超出了自己以往的理
念。我们还沉浸在陶瓷的工艺里，人家却
将陶瓷做成了纯粹的艺术，这对我的震撼
太大了。

中国是瓷的发源地，历史上，中国的
陶瓷艺术品曾征服过世界，通过丝绸之路
走向世界。这一被称作“china”的精美
艺术品，在很多国家的宫廷贵族阶层被珍
藏。那时，拥有一件中国的陶瓷，是奢侈
和值得炫耀的。而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都需要一个很好的模式去转换，否则
就丧失了传承的纽带。近百年来，中国的
陶瓷艺术起色不大，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转
换？是从我父亲到我这一代一直在尝试和
探索的。

这些年，我始终不断地在思考这个问
题，并做了一次次的探索和创新。我致力
于将当代陶艺与环境建筑相结合，多件作
品如今被安置在韩国的首尔、济州岛，国
内的北京、天津、上海等一些著名的建筑
物中，成为多座城市的重要公共艺术及人
文景观，在中国、新加坡、韩国、美国、
法国、德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多
个国家及地区举办了个人陶艺展。

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在很多韩国影视
剧中出现的韩国麦粒别馆陶艺壁画。这座
由陶瓷材料做成的音乐厅内空间，因为其
优雅的形式感和先进的理念，被韩国许多
年轻人追捧。还因为它实现了最好的音响
效果，不仅轰动了整个陶艺界，也震撼了
音响界。瓷是音响反射效果最理想的材
质，但因成型的诸多限制，无人敢于尝
试，这样大胆的创作，在此前的世界陶艺
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从2002年开始，我倾
尽 4年心血，以 1300℃高温窑火烧制而成
的陶瓷材料做成音乐厅内墙装饰，以及整
个建筑的走廊与外墙的系列陶艺壁画，构
成了中国陶艺家在韩国所做的第一个巨大
的公共艺术群，也是集工艺美、雕塑美、
绘画美、现代装置艺术美为一身的艺术、
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的作品。

我利用景德镇 100 吨“声如磐”的高
温瓷，完成了创举。经测试，一般音乐厅
余音只有 1.2 秒到 1.5 秒，而麦粒别馆音
乐厅能达 1.7 秒，而且是非常美的声音。
这里不用麦克风，古典的演唱能轻柔而有
力地回落。

这一系列作品被称为“陶瓷艺术史上
少有的、大规模的经典陶艺壁画”。现在
这座建筑已被称为“陶艺宫殿”，成为韩
国首尔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甚至带动了
韩国环境陶艺的发展。这也是我将中国陶

艺文化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国际化对接
的一次重要探索。

从1997年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
人陶艺展至今 20 多年间，人们说我始终
像一个“拓荒者”，不断在打破传统瓶瓶
罐罐或瓷板画的装饰性陶艺作品中，更新
着自己的陶艺语言。我觉得，艺术永远需
要在传统中进行不断地创新。

将陶瓷艺术重新推向生活的空间

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中，瓷器曾是其
中的商品大项。其实瓷器不仅是瓷器，也
是文化和国家的象征物，在世界发展的未
来中，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物品，仍然能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再好的艺术品如果没有合适的建筑匹
配都难以展现魅力，达·芬奇、高迪、罗
丹、毕加索……伟大的艺术家无一不在试
图与建筑对话。我也希望自己的陶艺作
品，能够让观者在建筑空间中实现精神的
相通和情感的共鸣。

我为韩国济州岛肯辛顿大酒店创作的
近 300 平 方 米 的 大 型 壁 画 《生 命 之 绽
放》，由成千上万朵高低起伏的陶瓷花朵
组成，将自然界生命自由萌生的璀璨过程
再现，特别是暗金、浅绿、淡黄的色带，

打破了整幅画面的单一和平静。站在这幅
壁画前，很多人被感动了，因为那份积蓄
的能量，不经意间撩拨出生命的力量，带
给人某种希望和梦想。另一幅壁画《天水
镜像》，红色天空中漂浮着斑斓的云朵,让
人强烈感受到热情、理想、爱和生命力。
如今，这两幅壁画，不仅经常出现在韩国
的 电 视 剧 中 ， 也 大 大 提 升 了 酒 店 的 入
住率。

在陶瓷的设计方面，我做了很多尝
试，设计过许多与艺术结合的生活陶艺，
试图让其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

作为老师，我还编写了 3 部关于陶瓷
艺术绘画技艺的教材，不仅讲述了陶瓷艺
术绘画的各种技法，还讲授如何用传统的
方式来进行写生创作、如何从中衍生出产
品设计、如何变成现代化的创作，甚至如
何将陶瓷变成产业，我希望我们能将宋元
明清的陶瓷精神延续下去，让它走向现
代，走向国际。

传统需要创造性转化

我总在想，为什么当代缺少陶瓷艺术
的高峰作品？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对陶瓷材
料重新认识。韩国 KBS 电台的一档节目曾
经探讨过陶瓷材料的创新发展，它其实可

以运用到医学领域，做成骨关节，还可以应
用到其他领域，甚至可以做成防弹背心这些
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东西。放在艺术领域本
身也是一样的道理，这都需要对陶瓷材料进
行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从艺术观念上，我
们需要转变思维，从传统艺术中进行转型，
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当代艺术精神，进
行本土化的当代表达。陶瓷是本土的、当代
的，又是时尚的。这些，都是我们陶瓷艺术
家应该担负的责任。

今年7月17日，我在澳门举办了“生命
镜像——朱乐耕当代陶艺展”。此次展览主
要呈现了我近年陶艺创作的探索成果。其中
包括以《生命之盒》《莲之镜像》《莲·和·
韵》 为代表的空间装置陶艺，以 《五彩云》
和《征》为代表的红绿彩绘画装饰高温陶瓷
雕塑，以《万马奔腾图》为代表的红绿彩瓷
板画，以《中国牛》为代表的徒手成型陶艺
雕塑，以及以《禅意》与《山水镜像》等为
代表的亚光白釉雕塑等几十组具有视觉冲击
力的作品。

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我带来了三组全
新的让大家为之一振的陶艺空间装置作品，
是最新手法、最新理念和最新命名的作品。
第一组是《生命之盒》，这是我与团队历时6
年之久创作出来的世界上第一件可以移动的
大型陶艺空间装置作品。由我在韩国麦粒别
馆音乐厅大堂中的《生命之光》作品重组而
来。《生命之光》 是镶嵌在建筑的墙面上的
环境陶艺壁画，而《生命之盒》则从建筑中
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可巡展的艺
术空间。之所以称其为 《生命之盒》，是因
为该空间是活的、有生命的、可以不断生长
新的艺术生命体空间。第二组是 《莲之镜
像》，首创了观众与陶瓷作品同框的理念，
不仅在安装上极具挑战性，同时也极富想象
力和创造性。70余根大型瓷塑莲花从空中垂
挂而下，犹如莲从天上生长而来。而在莲花
的下方所对应置放的面面圆镜，将金色莲瓣
的倒影现于镜中，与沉浸体验式欣赏作品的
观者同框同在，相互交映。

创新不能离开传统

在创新中，时刻不能忘记突出本土化、民
族性和人文性，这也是我环境陶艺作品的一大
特色。人们曾问我，接受韩国麦粒别馆音乐厅
陶艺壁画的开创性工程，自信来源于何处？我
毫不犹豫地回答：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九江是陶渊明的家乡，也是周敦颐写
《爱莲说》 的地方。此前，我为九江城市广
场 创 作 的 长 达 168 米 的 壁 画 长 廊 《爱 莲
图》，灵感便取自《爱莲说》。

我所有的艺术创新，都是建立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
一切的创作都是无根之萍、无源之水。

我们的艺术是从传统中吸收营养，延续
传统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几年前，我获得

“中华艺文奖”，国家奖励了 100 万元奖金，
我直接捐助给了研究生。有些学生从农村
来，没有钱读书，做艺术开支又很大，我希
望能够经常资助他们。艺术无价，艺术的传
承也是无价的。我希望新一代的学生们，能
够在传统与创新中，再创中国陶瓷艺术的
辉煌。

最近我有幸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
群”里为委员们讲述陶瓷的相关知识，我觉
得，通过读书提高大家的认识，文艺名家通
过不同的角度来谈文化、谈艺术，把我们从
事的工作与大家交流、汇报，这是非常好的
一种学习形式。

我一直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名艺术家，能够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当代文化艺术，丰
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培养更多年轻人致力于
传统文化传承，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

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强大，是否有全方
位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
量上，也体现在文化和艺术的创造精神上。
提升文化自信，走向世界前列，首先要在原
有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和
意义，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美学中焕发
出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当代艺术精神，让充盈
中国精神的当代艺术引领中国的当代设计，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中国式的当代审美哲
学，引领中国新时尚，进而将具有中国新时
尚的设计产品推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
界影响力。

愿这世界被“陶”醉
口述/全国政协委员 朱乐耕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杨雪

▲朱乐耕正在创作陶艺作品

▲《生命之盒》▲

“生命镜像——朱乐耕当代陶艺展”正在澳门永利皇宫
永利艺术馆展出，图为作品《莲之镜像》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