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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介

灰暗年华中的希望亮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需要靠
到山上撸荆条种子来充饥的生
活，在罗晓东看来，可能没有那
么苦涩。少年时的罗晓东把自
己的这段经历画成了画《大战荒
山》，在一次绘画比赛中获得了
少年儿童组一等奖。

1956年，罗晓东跟随父母
从当时的山东掖县（今莱州）来
到张店，重新上了一遍五年级，
一年多的时间，他从一个学校不
愿意接收的差生，考上了淄博
五中，很快成为12门功课全5分
的优等生。

重病的父亲，经常饿肚子
的日子，让这位优等生几乎来
不及产生什么优越感。临近初
中毕业时，美术老师劝说极有
美术天赋的罗晓东报考高中，
但阴差阳错，报考的浙江美术
学院附中因地域限制与他失之
交臂。后来，罗晓东考上了当
时位于博山的陶瓷工业学校，
想早一点工作养家糊口，但父
亲不幸离世，母亲也带着两个

妹妹回了老家。
祸不单行，中专上了没有

一年，因为经费问题学校办不
下去了，罗晓东和同学只能提
前毕业。好在学校还是给他们
办理了毕业证。后来硅酸盐研
究院从他们当中选了两个人，
因为画画得好，罗晓东被选中。

在研究院，罗晓东杂活累
活什么都干，用地排车拉颜料、
烧锅炉、打碾、烧地炉火、挑水、
盖配电室、做仓库保管员……
每当夜里静下来的时候，罗晓
东想起不在身边的父母亲人，
常常会落下泪来。

画画这一爱好为灰暗的生
活底色增添了些许希望的亮光。
烧锅炉的间隙，跳跃的炉火旁，
罗晓东就会画起画来；没有老师
没有书，罗晓东就借别人的书，
全部抄描下来……

如今年近80岁高龄的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罗晓东，再度回忆
起年少时的苦难，已然很平静，
他说：“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
的。你所吃过的苦、受过的累，
都会变成难得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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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为28个国家的元首刻制
头像作为领导人出访礼品，受
到国家外交部表彰
作品在国际、国内陶瓷创新评
比中多次获大奖
陶瓷作品被多家机构、藏家收
藏，入编出版多种画册、画集

华光国瓷设计师罗晓东

不丢根本 点彩人生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苦难的经历，沉淀
下岁月的光华。在罗晓东心里，不丢根本、不断创新
是艺术人生最重要的原则。

不丢根本、不断创新才是艺术人生最重要的原则。
———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罗晓东

陶瓷，是看得见的历史，可触摸的文化。
作为国家用瓷指定生产企业，华光国瓷既是底蕴厚重经典国粹的传承者，又是紧随时代与时俱进的创新者，展现

着当代中国陶瓷的雄浑气派和时代风尚。
今年是华光国瓷建厂60周年。60年来，华光聚集和培养了许多陶瓷设计、科技等专业人才。
六十如一，只为经典。

“华光国瓷追梦人——— 设计师”系列报道，聚焦被中国陶瓷业界誉为“梦之队”的设计师团队。他们的作品被选为
国礼、国宾及国宴用瓷，成为引领中国高端陶瓷市场的风向标，并被世界多国著名博物馆收藏。

系列报道选择部分设计师代表，借助有限的文字讲述，传递华光人无限的匠心奉献和经典之作，续写华光国瓷无
限的执着坚守与创新超越的奋进精神，并以此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华光国瓷建厂60周年。

不曾放下的画笔

前段时间，受政府部门委
托，罗晓东创作了一幅大型作
品，11米长、近5米高。画上，
风摆荷叶、荷花绽放，90多条
鲤鱼姿态各异，在莲叶间嬉
戏。为圆满完成作品，他光草
稿就画了五六稿。最后的正
稿在之前的基础上，调整了叶
和花的比例，更突出了鱼的动
态，鱼儿游动、嬉戏、跳跃，寓
意鱼跃龙门、淄博实现跨越式
发展。

罗晓东思路清晰，手指灵
活，构思和绘画都很快。60多
年的绘画经历，让他游刃有
余，画画已经成为他的生活
习惯。

但一直以来，罗晓东心里
都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受过
系统的美术教育。因此，1977
年起到天津美术学院进修的
那段时间，就成为他极为难忘
的时光。

当时罗晓东在山东省轻
工美校当老师，学校为了提高
师资水平，就派他带着两位年
轻老师一起到天津美院，师从
时任天津美院副院长的孙其
峰老师学习工笔花鸟。罗晓
东印象很深，老师们周末也不
休息，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学
习、请教。“老师对我很好，自
己的笔记都拿出来让我抄，从
老师那里，我学到了一辈子用
不完的知识和勤恳严谨的态
度。”

“牛皮不是吹起来的，艺
术家不是捧出来的，愿晓东同
学踏踏实实地干吧。”老师的
教导一直印在罗晓东的脑
海里。

孙其峰老师今年已经102
岁高龄，还经常在自己家花园
里写生。一辈子在画的老师，
影响了一辈子在画的学生，尽
管人生变化无常，罗晓东从来
不曾放下画笔。

精雕细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淄博
刻瓷盛行，涌现出了一大批刻
瓷大师。罗晓东作为其中的
佼佼者，创作出了大量优秀
作品。

用刀笔在瓷盘上创作造
像，不同于在纸上绘画，要做
到惟妙惟肖，必须借鉴各种艺
术表现手法。罗晓东集国画、
版画、油画、素描之长，把中国
画讲究的笔墨、气韵、空灵和
西洋画讲究的色彩、立体感，
巧妙地融于刻瓷技法之中。
自1983年开始，他先后为美国
总统克林顿等28个国家的元
首和重要领导人刻制肖像，被
国家礼宾司选作国家领导人
专用国礼的设计制作者。

徜徉在华光国瓷文化艺
术中心，罗晓东大师的刻瓷作
品总会让参观者驻足赞叹，成
为华光国瓷艺术殿堂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许多人慕名
而来，为购得罗晓东大师一件
艺术品而深感欣慰。

釉上点彩

1995年，罗晓东来到华光
国瓷科研所，不久后到华光国
瓷技工学校任教。他自编教
材、亲自授课，将自己几十年的
经验，悉心传授给学生们。他
认为，陶瓷彩绘有更广阔的艺
术空间。天津美院学成归来
后，罗晓东将所学用于指导艺
术教学，也不断精进自己的画
法，为华光国瓷彩绘的起步和
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边教学边创作，罗晓东把
他独创的“釉上点彩”运用得
更为纯熟。

1981年，在创作作品《晨
曲》时，罗晓东第一次尝试釉
上点彩的陶瓷彩绘创作技法。
到华光之后，他经常使用这一
技法并逐渐运用成熟。“陶瓷
彩绘多为工笔，但大面积的颜
色画出来之后，就较为平板，
缺少变化，通过釉上点彩，让
颜色在釉面上自由流动，就会
产生非常自然的花斑和肌理
效果。”罗晓东说。

《融·溶》华青瓷艺术瓶系
列是罗晓东釉上点彩的典型
作品。在点彩的装饰下，翠绿
的荷叶上犹如细雨洒落，给人
以朦胧唯美的感觉。“点彩必
须点得恰到好处。”荷叶、岩
石、牡丹、锦鲤的花斑……罗
晓东在恰当的地方，将釉上点
彩的艺术效果很巧妙地发挥

出来，而这样的艺术效果，是
用画笔画不出来的。

何处点彩才能让色彩呈
现栩栩如生的灵动效果，其实
很考验设计师的把握能力。
几十年的创作实践，让罗晓东
将釉上点彩运用得极为纯熟，
而釉上点彩作为艺术陶瓷中
的奇葩，让华光国瓷的陶瓷彩
绘在全国创出了淄博特色、淄
博风格。

不丢根本

4月24日，记者在华光国
瓷文化艺术中心见到罗晓东
时，他正在认真地指导设计师
们的建党百年新作，“这里可
以再加点蓝色，要浅要淡，花
的处理已经很好了……”20年
来，华光国瓷每逢涉及重大活
动、重大事件的作品创作，都
少不了罗晓东的艺术创意及
画法指导。

看到年轻设计师们一天
天成长，罗晓东很高兴。这些
年，华光国瓷的彩绘在创新方
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他特别
希望年轻一代多在构图上下
功夫，与时俱进，形成自己的
特点和风格。但是，创新不能
丢掉中华文化的精华，完全照
搬油画和西画，丢掉了中国画
里的线和墨，就丢掉了中国画
的根本，意、象就都不对了。

“创新，还要掌握变化与
统一，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
也有统一。”罗晓东说，这也是
他自己的创作原则。话说起
来容易，但理解和运用起来就
很难，必须经过长期实践。

画瓷板、画瓷瓶、画宣
纸……虽年事已高，但闲不住
的罗晓东一直在创作，近期还
创作了一幅建党百年的作品，
有绿色的竹林、飞翔的仙鹤，
气质高洁，寓意美好。

“名利是身外之物，虽然
年龄大了，但国家、社会、单位
培养了我们，自己有能力，必
须要作一点贡献。”

罗晓东大师和陶瓷一生
的缘分，无法割舍；大师如陶
瓷一般的光华，安静而淡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春梅 通讯员
任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