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20年12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 石晶 美编 王涛 校对 孙孙双双

副刊

今日16版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280号 邮编：25500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3700004000144 零售每份1.00元
新闻热线及投诉电话：0533-3585000 发行征订电话：0533-3595671 广告订版电话：0533-2270969 鲁中晨报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533－8409106

尹干
瓷事
辑要

（下）

□ 刘培国

九

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北京饭
店准备建日本餐厅和会客厅，时值中
央工艺美院陶瓷系在淄举办培训班
的后期，张守智向北京饭店推荐了淄
博瓷厂的鲁青瓷、市硅研所的象牙黄
瓷和高温窑变花釉。选定日本餐厅
用鲁青瓷、日本客厅用象牙黄瓷。田
良永负责鲁青瓷餐具设计任务，象牙
黄瓷客厅用瓷的设计任务由尹干承
担。他们到北京饭店，领导讲了这次
设计任务的重要性与要求，饭店高级
厨师讲解了日本餐的特色、上菜的要
求与程序，还与他们一起共进日餐。

从北京回来后，尹干开始客厅用
象牙黄瓷的造型设计，装饰纹样由尹
干的校友黄元英设计，其间张守智先
生也不断给予指导。经过反复设计
修改，他们再次到北京征求意见，并
确定了日本客厅用瓷和日本餐厅窑
变花釉日式酒具及水果盘的设计方
案。这套客厅用瓷包括：壶、壶托、
杯、碟、糖缸、奶缸、平式水果盘、烟灰
缸、口纸杯。茶壶是整套用瓷的主
体，茶壶半成品出来后，电炉试烧，结
果茶壶的肩部不规则塌陷，公司和所
里的领导要求抓紧时间修改图纸。
有问题就得解决。尹干找到烧电炉
的同志了解情况，认为不应在电炉内

摆两排壶，离硅碳棒太近，造
成了靠近硅碳棒的壶肩塌
陷。他当天亲自用电炉烧制
茶壶，只在电炉中摆了一排
三把壶，第二天出炉，三把壶
都完好，没有变形。他接着
将茶壶用金水界了子母线进
炉烤花，出炉后，效果颇佳。
正好苏毅然省长来单位视
察，市陶瓷公司和硅研所的
领导将烧制好的茶壶给苏省
长看，并谈了承接北京饭店
用瓷的任务一事，苏省长非
常满意。

经过硅研所上下共同努
力，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淄
博瓷厂在田良永、魏传珍及其
团队的努力下，设计了56个
品种，也相继完成了任务。

十

上世纪70年代末，尹干
应张店陶瓷厂和福山陶瓷厂
之邀，利用业余时间帮厂里
设计餐茶具造型与画面。
1979年，从淄博市硅酸盐研
究所调到张店陶瓷厂从事工
艺管理和材料研究的赵冠杰
（时任厂技术科科长）找到尹
干，接他到张店陶瓷厂看他
们研制成功的硬质陶产品，
希望尹干为硬质陶这个新材
料设计造型和画面。

尹干设计了一套茶餐具
造型，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在
厂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模型成
型师傅的共同协作下，制作
了成套茶具和餐具造型。

尹干设计出画面后，又
与博山印刷厂以小宗师傅为
首的丝网花纸车间反复试
验，制作成功了“蓝方格”“紫
大桥”等茶餐具丝网花纸。
这套茶餐具，因厂址坐落在
湖田，故取名为“湖光”。“湖
光·蓝方格”“湖光·紫大桥”

“湖光·紫方格”等产品大量
出口，为张店陶瓷厂改变了
产品结构。产品从内销走向
出口，尹干贡献了一己之力。
在1980年全国首届陶瓷创新
设计评比中，尹干为张陶设
计的“湖光·蓝方格”22头餐
茶具、为福陶设计的“黑方
格”22头餐茶具均获一等奖。

十一

1981年，因工作需要，尹
干离开硅研所，调张店陶瓷
厂工作。当时的张陶在陶瓷
系统是个小弟弟，职工人数
近千人，负责产品开发工作
的赵冠杰同志除了研制成功
硬质陶，还研制成功了具有
大理石感的星点无光釉及精
炻器，大批量生产出口，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

尹干调入张店陶瓷厂
后，组建了产品开发中心，任
主任。他的校友黄元英调入
开发中心任副主任。中心组
建了设计彩绘团队，以省轻
工美校的毕业生为主，有王
士金、刘爱霞、瞿同香、陈志
刚、黄海根、丁忠海等，他们
都为张陶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后来都成为淄博陶瓷设
计的中坚力量，黄海根、瞿同
香获得“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的称号。

以赵冠杰为首的张陶科
研人员，经过潜心研究，研制
成功了新的炻器产品——— 星
点无光釉炻器。该产品呈现
大理石质感，浑厚大方，朴实
自然。针对这种材质的特
点，尹干除了创作一些雕塑
作品外，也设计日用造型，量
化出口和内销，其中《石尊》
茶餐具在全国第二届陶瓷创
新设计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尹干在张店陶瓷厂新产
品开发中心工作期间，多次
参加广交会并拜访广州美术
学院的专家和老师。广州处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新思潮、
新思维、新观念的吸收引进
比内地更早更快，这使他初
步了解了工业设计的有关内
容，并对现代陶艺有了初浅
的认识。他搜集了有关资
料，并购买了营销、消费心
理、工业设计等方面的书阅
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在厂
里举办了几次有关产品开发
与营销的讲座。

张店陶瓷厂在生产出口
硬质陶和星点无光釉炻器的
同时，还大量生产出口颜色釉
咖啡杯。尹干曾承担咖啡杯
来样加工的滚压头图纸设计
任务。他与刘爱霞合作的“40
头精炻器餐具”获第二届全国
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三等奖。

十二

1984年，尹干调山东省
陶瓷公司任技术处副处长，分
管产品开发设计工作。他认
为科研和设计人员是陶瓷开
发的两驾马车，要并驾齐驱、
携手并进。那些年淄博日用
陶瓷的生产发展靠的是领导、
科研技术人员、艺术设计人员
和工人相结合，靠的是院校，
特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支持与合作，而科研人员的材
料研究开发与技术改造作用
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当年，山东省陶瓷公司同
时在三条阵线上出击，分别是
陶瓷材料研究、技术改造、产
品设计，都取得了辉煌的业
绩。淄博成为中国陶瓷五大
产区之一。

尹干离开陶瓷系统进入
教学领域后，与陶瓷系统有关
单位保持着密切联系，被聘为
艺术顾问。市硅研所升格为
省硅研院，现为“硅元科技”，
他曾经工作过的张店陶瓷厂
也已易名“华光陶瓷”，成为我
国陶瓷行业两颗耀眼的明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省硅研院
在杜祥荣所长、张儒岑院长领
导下研制成功的高石英瓷和
人工合成骨粉，为淄博陶瓷材
料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骨
质瓷大量生产，成为拳头产
品，高石英瓷进入中南海，被
选为国家领导人用瓷，尊享

“当代国瓷”之誉。

十三

尹干在市硅研所和张店
陶瓷厂工作期间，根据工作
实践经验，写了《简论陶瓷新
产品的开发》《在日用陶瓷造
型设计中的体会——— 陶瓷造
型设计之我见》《圆的组合与

分割在陶瓷立体造型设计上
的应用》《方形分割与组合在
器物造型设计上的运用》《线
型、形体与器皿造型设计》
等，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层面，指导设计工作的开展，
先后在《山东陶瓷》《景德镇
陶瓷》发表。

十四

1989年，尹干调入教育
系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仍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进
行陶瓷产品的设计开发工作。
好友董云增找他商量帮助淄
川德利陶瓷厂开发新产品事
宜。尹干和田良勇同志负责
产品造型设计，王心可同志承
担产品包装设计任务。

淄博德利陶瓷厂是在淄
川区龙泉镇渭一村原陶瓷管
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村办企
业。经过努力，产品质量、产
量提高，品种增加，不断有新
的产品投入市场，销往全国
各地。因产品受欢迎，厂里
扩大生产，建立了分厂，全厂
职工近500人。产品在1990
年国货精品博览会上被确定
为国货精品，1992年在墨西
哥举办的中国实用技术及产
品贸易展览会上获金奖。

十五

2000年，尹干从教育系
统退休后建立了工作室“虔
人陶屋”，在进行陶艺、刻瓷、
高温花釉、彩绘及书画创作
的同时，仍在日用陶瓷设计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以往的日用陶瓷画面设
计，从黑稿到彩稿，尹干都是
手工绘制，费工费时。经过
三个月的摸索和实践应用，
他终于可以用电脑软件进行
画面设计了。

退休不久，山东硅院与华
光陶瓷先后聘他为艺术顾问。
在华光陶瓷他设计了一套无
光釉《新装》组合桌上用具。

山东硅院国谊公司经理
许立亮同尹干协商，请他为
国谊公司设计高石英细瓷画
面。国谊公司是在原山东硅
院日用瓷试制车间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从厂房、设备到各
工序人员的素质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具备了从试验试制
到生产的雄厚实力。

尹干回到山东硅院，看
到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老同
志，心里很高兴。他先从盖
杯画面设计着手，公司生产
的盖杯是他当年在该单位设
计的“中华杯”，结合盖杯造
型，他将缠枝牡丹、缠枝莲
花、团形菊花植入盖杯画面
设计中，突出画面的民族性、
传统性。他设计了一款“蝶
恋花”的画面，彩蝶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画面效果很好。
他还为国谊公司设计了部分
餐具画面，有的在全国陶瓷
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奖。

十六

2010年，受山东硅院领
导殷书建与任允鹏之邀，他
再次被聘为艺术顾问，并建

立了陶瓷艺术工作室，对该
院的日用陶瓷设计和陶瓷艺
术创作进行指导，同时也为
山东硅院设计了一些日用陶
瓷餐具和盖杯画面，如“秋
艳”“钻石”“祥和”“缠枝牡
丹”餐具纹样及“长城”“和
平”“红太阳”盖杯纹样，有的
画面已经投入生产。

2004年，淄博中国陶瓷
馆馆长助理兼陶瓷馆经营部
主任郭联军同志与尹干协
商，请他为陶瓷馆经营部设
计日用瓷餐具画面。尹干多
次修改，设计了两套餐具画
面。一套为30头“龙凤呈祥”
餐具，一套为30头“盛世东方
龙”餐具。画面设计定稿后
送往淄博美图花纸厂打样生
产，随后在淄博经济开发区
贴花烤花，批量生产。同年
秋，陶瓷馆经营部将这两套
餐具定名后投入市场。

2007年，中强瓷业老总
葛本祥先生请尹干为中强瓷
业设计陶瓷造型和画面。尹
干在淄博地区早年的青花鱼
盘纹样基础上，综合处理，加
以各式水纹设计了一套二次
烧成的“年年有余”镁质强化
瓷餐具画面。他还设计了一
款相对比较敦实的盖杯造型
和画面，杯把与盖顶造型相
对灵巧，相互呼应，配以传统
纹饰“双龙戏珠”，红黄两色
组合，画面富丽喜庆吉祥，称
为“东方龙”盖杯。

根据厂里要求，尹干又
设计了八款餐具画面。葛本
祥先生选了其中五款画面制
作花纸，并很快量化投入生
产，分别命名为《伦巴》餐具、
《幽谷花香》餐具、《行云流
水》餐具、《红宝石》餐具、《大
千世界》餐具。

十七

尹干的家乡赣州有一古
窑，称之“赣州窑”，是1957年
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江西
五大名窑之一。为继承这一
窑口传统，赣州在2009年建
立了虔东七鲤陶瓷厂，邀请
了在景德镇及外地工作的赣
州籍陶瓷同仁回赣州座谈。
尹干与校友戚培才、张学文
等近20名校友、同乡参加了
座谈会，都希望在七鲤镇古
窑的基础上，从材料、釉色到
造型装饰，继承传统，不断创
新。后来，尹干多次到该厂，
设计了一些画面和造型，如
《龙凤》盖杯造型与画面及
《春曲》《金丝银线》餐具画
面，为家乡的日用陶瓷生产
发展尽心尽力。

十八

2015年，尹干向中国（淄
博）陶瓷馆捐赠陶瓷艺术作
品共181件套302件。2015
年9月8日，在中国陶瓷馆举
办了尹干艺术作品捐赠暨尹
干刻瓷艺术作品展、尹干丝
绸艺术作品展暨尹干艺术作
品捐赠厅揭牌仪式。

杖朝之年，与他晨夕相
伴 的 还 是 设 计 、绘 画 、
著述。

尹干设计的《龙凤呈
祥》餐具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