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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国
耄耋之年，又是道地科班出身，跨

界陶瓷、琉璃、丝绸、绘画，著书立说，皆
有建树，尹干先生自1962年9月自景德镇
陶瓷学院分配至淄博，近60年里，他远
离家乡故土，与淄博陶瓷同呼吸、共命
运，把一生奉献给了淄博陶瓷科研设
计、艺术教育。2020年11月的一个上午，
在山东理工大学的尹干艺术馆，尹干先
生侃侃而谈，60年来许多尘封已久的往
事复又历历在目。

尹干的茶具设计稿。从左至右依次为壶、碟、杯的画面。

一

1962年9月，尹干第一个接到
毕业分配通知书，欣喜中匆匆北上，
先到济南，再到淄博，去了位于博山
鱼市街的淄博市陶瓷局报到。人事
科讲，凡是局属单位可以任选。他
想，还是搞研究吧，决定到淄博市硅
酸盐研究所工作，当即从博山乘火
车到大昆仑，背着行李步行半个小
时，一路打听来到位于昆仑山下的
硅酸盐研究所。

就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的地方，尹干结婚生子，生活与
工作了整整19年，度过了他的青年
时代，也经历了淄博陶瓷材料研究
与陶瓷艺术设计创新的关键时期。

回想当年，年已八十的尹干唏嘘
不已，他非常怀念那个混合着艰苦、
辛酸、兴奋、颇有成就感的时期。

1963年，沈惠基先生出任硅酸
盐研究所所长。在尹干心目中，沈
所长是一位知识渊博、非常敬业、有
组织指导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

1963年秋，市陶瓷局决定建立
陶瓷产品设计室，设计室放在硅研
所，双重领导，成员有尹干和他的两
位校友方正良、何其荣及山东艺专
毕业的高潮。尹干任室主任。他们
以研究所为基地，设计了几套茶具
和盖杯的造型和画面，第二年参加
了省轻工业厅的产品设计评比，有
几种产品设计获得优秀设计奖（当
时只设立优秀设计奖）。省厅和厅
技术处的领导看到他们的设计很高
兴，说他们有了产品设计的部门，开
展了工作，很好。

尹干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第一届
本科毕业生，学的是陶瓷美术设计，
也是第一个分配到淄博的从事陶瓷
美术设计的大学生。在陶瓷系统工
作期间，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日用
陶瓷设计，经历和见证了淄博日用
陶瓷产品设计从起步到逐步发展的
过程。

尹干到研究所报到不久，同班
同学吴咏生和林基生分别被分配到
博山陶瓷厂与淄博瓷厂工作。他们
到来的三四年间，连续从景德镇陶
瓷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浙江美
术学院和山东艺专分配来了20多名
美术设计专业的大学生。这部分毕

业生，有一部分因照顾夫妻关
系，早已调离淄博，有几位已
过世，至今仍在淄博生活的，
大都已年过八十。

二

陶瓷有三大原料——— 黏
土、长石、石英。南方的黏土得
天独厚，紫砂类也是。2019
年，尹干去云南建水，见到了紫
砂五彩土，储量很大，有紫色
的、偏黄的、偏蓝的、偏绿的，还
可以搭配，配出不同的色调来。
与南方相比，淄博地区生产细
瓷的黏土稀缺，历来以当地大
青土为原料生产陶器为主。

淄博瓷器的研发生产，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新建的
淄博瓷厂起步的。生产原料用
的是山西大同土。硅酸盐研究
所的小部分瓷器产品也用大同
土。大同土毕竟是外地原料，
如何用当地黏土来搞好高档日
用陶瓷，如何开拓新的思路、新
的途径，这是摆在沈惠基所长
和科研人员面前的课题。

淄博高档细瓷的研究由
此开始了。

硅酸盐研究所和其他几个
陶瓷厂的科研技术人员都很尊
重沈惠基所长，不少科技人员
是他教过的学生。他领着科技
人员首先从当地黏土入手，进
行细瓷的研究。在淄川昆仑镇
昆仑山的西边，宋家坊、康家
坞、磁窑坞这三个村都出产一
种瓷土，当地人叫“乾子土”，也
可以归为高岭土，夹杂在石灰
岩岩层之间。经过反复研制，
以昆仑瓷石为原料的瓷器研究
日趋成熟，为了测白度、透明
度，他们发明制造了陶瓷白度
仪、透明度仪。因瓷土本身质
量受限，白度、透明度都与高端
细瓷仍有距离。

三

沈惠基、张儒岭、孙兆庚
等研究出昆仑瓷石制瓷工艺
后，硅酸盐研究所让尹干设
计了一套壶的造型和画面，生
产了一批茶具，赠送给有关部
门单位，算是汇报。

茶具画面是尹干设计、罗
晓东画的。图案主要由几朵菊
花和几片叶子组成，设计的菊
花10个瓣，罗晓东彩绘的时候
根据画面布局偶有微调，有时
画10个瓣，有时画12个瓣。尹
干设计的叶子颜色，下面的叶
子用小豆茶釉上颜料画，带点
棕色，棕里发红。画好后进炉
烤花，烧烤后，用金水画上面三
片叶子，再第二次烤花。设计
画面尹干一直保存着。

四

1964年，省轻工业厅组
织了一次出口陶瓷产品设计
会战，地点设在淄博瓷厂，负
责人是省厅的陈奇和淄博瓷
厂的谷守纲，他们均毕业于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参
加会战的设计人员有省厅科
研所的大李、曹根娣，济南花
纸厂的杨建勋，济南保温瓶
厂、搪瓷厂及烟台钟表厂的设
计人员，淄博瓷厂技术科设计
组成员田良永、林基生、王林、
赖伟成、廖彩杏、吕则泉，硅研
所的高潮、尹干。

他们从省图书馆借阅了
大量国外有关图书杂志资料
作为参考。会战数月，他们将
造型图纸分别下到淄博瓷厂
和博山陶瓷厂车模制胎、成型
烧成，画面图纸下到济南花纸
厂印刷制作。在当年的秋季
广交会上，会战设计的餐茶具
亮相，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外
商青睐，收到大量订单。

这次会战改变了仅靠来
样加工、小杯小碟生产出口的
局面，自主设计的附加值更高
的餐茶具占领了国外市场。
各陶瓷厂管理层知道了产品
设计的重要性，加强了设计队
伍的建设和设计人才的培养。
这次会战结束后，局设计室的
设计人员下到福山陶瓷厂和
淄川陶瓷厂，帮助厂里改进和
设计产品。

五

沈惠基所长上任伊始，就
组织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张儒
岭、吴金环、张方训、刘凯民，
提出了以滑石为主体原料的
滑石瓷研究课题。淄博瓷厂
和博山陶瓷厂也进行了滑石
质瓷的研究，市硅研所的滑石
质瓷称为“象牙黄”瓷，淄博瓷
厂的称为“鲁青”瓷，博山陶瓷
厂的称为“乳白”瓷。经过
1965年至上世纪70年代的小
试和中试，1977年宣告研制成
功。1980年，以滑石为主体原
料的滑石质瓷已大批量投产，
成为淄博主要生产瓷种之一。
1983年“滑石质日用细瓷”获
第36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
发明博览会金牌，同年获国家
发明三等奖。

滑石质瓷，也称镁质强化
瓷，至今仍有不少企业在
生产。

六

1972年底至1976年，根
据轻工业部重点科研项目“陶

瓷颜料新品种研究”的要求，
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陶瓷颜
料研究室的夏侯聘卿、张道
学、陈志瑞、李香莲、钱敬达研
制了高抗腐蚀陶瓷釉上颜料。
这种陶瓷颜料具有高抗酸碱
侵蚀的能力，铅、镉等溶出量
低，色泽鲜亮，完全适应丝网
或凹版印刷的要求，也可以用
于喷绘、手彩，1985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5年，轻工业部、省一
轻厅下达任务，淄博市硅酸盐
研究所接受了研制高温快烧
陶瓷颜料的任务。市硅研所
陶瓷颜料研究室的陈志瑞、张
道学、夏侯聘卿经过多年研
究，研制了适合平印调墨印刷
的颜料，使画面色层薄、易渗
透，真正达到了釉中彩的效
果，推出了金红、深黄、深绿、
海蓝、蓝灰、黑色等21个品种，
1981年获得轻工业部重大科
技成果四等奖。

为了配合陶瓷颜料研究
室的工作，尹干有一个阶段临
时在该研究室工作，主要任务
是开展丝网颜料的丝网印刷
工艺研制，并设计丝网花纸画
面。当时还从淄博印刷厂抽
调有经验的滕余忠师傅，从制
网、调料到印制进行指导和具
体操作。为配合釉中彩颜料
的研究，尹干也设计了诸多花
纸画面，由济南新中花纸厂打
印成花纸，他们与研究室的同
志密切配合，研究工作得以顺
利进行。

上世纪70年代，淄博市陶
瓷公司下属单位还在焦宝石
制瓷上开展了研制工作，淄博
瓷厂研制成功“昆仑牌”色瓷，
博山陶瓷厂研究成功“宝石
牌”炻器，张店陶瓷厂研制成
功“湖光牌”硬质陶，福山陶瓷
厂也开展了炻器的研制。各
厂研制的炻器大量投产，并大
量出口。至今，淄博企业大量
生产的炻器咖啡杯出口仍在
延续。

七

后来，高潮调往省轻工美
校任教。赵德政、范伟光、刘
玉芬曾先后在局设计室工作，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硅研
所的新材料研究，设计新的造
型和画面。他们设计的长石
质瓷（鲁玉瓷）《手鼓》、22头餐
茶具和《凌云》啤酒具，在全国
第一届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
分别获一、二等奖。范伟光已
获“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
配合高长石制瓷的研制，他设
计了两款盖杯造型，其中一款
一直是硅研所的主打产品。

高石英瓷研究成功后，用石英
瓷制作的这款盖杯被选为国
家领导人用瓷，故将该产品取
名为“中华”盖杯。

上世纪70年代，淄博两家
日用陶瓷主要的生产厂家———
淄博瓷厂和博山陶瓷厂，都已
有了定型、量化生产的盖杯。
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作为日用
陶瓷材料研究和生产单位，尚
没有较为定型和量化的盖杯造
型。配合硅研所高长石质细瓷
研究设计造型时，尹干考虑要
设计盖杯造型。

尹干搜集了部分盖杯实
物及我国部分陶瓷产区的盖
杯照片，一一分析对比归纳，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考虑杯
身的比例关系及杯身与杯
盖、杯顶、杯把之间的协调及
细节的处理，精心设计了一
款盖杯造型，制了两套模具，
一套是光身，一套在杯身的
下部雕刻了菊花花瓣纹。烧
制出来后，大家都说好，所领
导也很满意，决定这两个造
型都量化生产。

八

1977年，淄博市陶瓷公
司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
系协商，决定在淄博瓷厂招待
所举办陶瓷美术设计培训班，
分造型设计与装饰设计两个
班，学员来自全省各陶瓷产区
陶瓷厂的美术设计人员，陶瓷
系老师陈若菊、张守智、杨永
善等都来培训班授过课，较全
面系统地传授了图案设计、陶
瓷造型与装饰及有关知识，对
学员作业进行了具体指导。

这次办班，各厂美术设计
人员的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回
厂后设计了不少新的茶餐具
造型与画面。1980年在轻工
业部、中国陶协举办的全国第
一届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淄
博产区的日用陶瓷产品设计，
从材质到造型装饰都很新颖，
大放异彩，获奖最多，是淄博
市陶瓷公司和各陶瓷厂连年
抓材料研究和产品设计的一
次集中展示。

沈惠基调任省轻工业厅
总工程师以后，杜祥荣同志任
研究所所长。山东虽然缺乏
优质黏土，但长石和石英的储
藏量大、品位高。杜祥荣所长
决定研制高长石质日用细瓷，
在他的主导下，组织了刘凯
民、陈峭、高安君及化验室部
分科研人员攻克这一课题。
这项成果，1980年6月通过了
省级鉴定，1983年获国家发明
三等奖。

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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