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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刘培国
在博山冯八峪与窑广之间

的一间隐秘陶坊，67岁的方益鸣
教授托着一只陶杯，向我讲述他
复原黑釉线条罐的故事。金代
磁州窑黑釉双系线条罐多收藏
于日本，曾一度风靡纽约佳士
得、苏富比拍卖场。其实，这种
黑釉凸线纹装饰技法线条罐，早
在宋代淄博窑博山大街南头窑
口就有生产。复原这个线条罐
很难吗？我问。不难，方益鸣
说。我们的对话从这里开始。

一
举着那只素烧成黑色的陶

杯，方益鸣仿佛回到他的课堂，
一边示意一边讲述。就线条罐
来说，山西有，河南也有，以淄博
博山的为最好。工艺难点就是
立粉，立这个线。坯体是陶器，
线则是白化妆土，化妆土有瓷的
性质，因为收缩比的不同存在一
个不好结合的问题。

开始，他是修好泥坯，用湿
坯立线，也叫立粉、沥粉。线是
糊状，挤牙膏一样挤在坯体上。
坯体晾干后，傻了，立线与坯体
结合不好，线条几乎全部脱落。
显然，化妆土与坯体收缩率不
一。方益鸣又将修好的坯体，先
给它喷些水软化一下，在较湿的
坯上立线可与化妆土软硬相当。
结果陶坯一干线条还是“啪啪”
全掉了。又想，不行就先素烧试
试，或者干脆坯体彻底晾干再立
线，结果不出问题了。方益鸣兴
奋起来，太神奇了，事实和想象
的完全相反。经过多次实验，线
条罐工艺取得成功。

陶坯立线后，要上一层白炭
土，形成外层黑釉。釉料上得比
较厚，土黄色，遮盖了素烧坯体
的颜色，也覆盖了立线的白色，
想象中烧制以后黑釉会把白线
盖住，就想，兴许古人见立线凸
起，会用棉布擦一擦，让白线露
出来。他也擦了一遍，又喷了一
遍透明釉。成品是烧出来了，方
益鸣又觉得这似乎不符合民窑
的逻辑。古人做一件普通的实
用器，会这样繁复？不会的，应
该不会费这个工夫。索性，他不
再擦拭，也不喷透明釉，直接上
完黑釉就烧。果然一试就成了。
他惊奇的是，为什么敷以黑釉以
后立线仍可以变白？应该与烧
制有关。方益鸣研究这种工艺
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恢复线条罐，
主要是用这个技术开发茶器。

二
方益鸣1957年出生于枣庄，

学生时代开始学画。1973年10
月，枣庄陶瓷二厂为了赶一批出
口陶瓷，从社会上招收彩绘工，16
岁的他应试入职，这一干就是50
多年，这些年他做陶瓷、学陶瓷、
教陶瓷，一生与陶为伍与艺相伴。
2017年，他从山东理工大学退休，
有了时间，拿出工夫到国内陶瓷
产区游历了一番，还考察过美
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的陶瓷文化，感觉还是要做点事
情，毅然开办了“名艺坊”工
作室。

2019年5月，中国工艺美术
协会组织编撰《中华茶器具通
鉴》，共3卷7册150多万字，1500
余幅图片。方益鸣在中央工艺
美院上大学时的班主任老师杨

永善，受命总主编之一，在全国
各陶瓷产区征集作品。见到淄
博的作品，杨永善说，这水平还
不如几十年前，代表不了淄博。
就给他打电话：方益鸣，淄博的
东西不行，你认不认识淄博做茶
器的？有没有像样的东西？方
益鸣就说，我现在开始做茶器
了，我把我的东西发几个给你看
看，还推荐了纪广远、栾波、岳孝
清等。另一位《通鉴》的编辑却
没有杨永善客气：“现在你们淄
博的茶器设计太差了，想不到会
这么落后。过去你们是全国最
知名的大陶瓷产区。计划经济
年代，你们是领导全国潮流的，
可现在，我竟然征集不到像样的
东西。”她举例，“德化、宜兴不
说，就说河南，人家推出的中原
壶，做得非常好了，他们从艺术
瓷转型日用瓷，中原壶打造得有
声有色，既有市场又有水平。你
在山东教了一辈子陶瓷，今天这
个状况，你有责任！”《通鉴》出
版，纪广远、栾波、岳孝清、王一
君，还有闫玲、周祖毅、田继博等
的作品均收入在内，方益鸣还是
排在了山东第一位。

一句“你有责任”，方益鸣感
到了巨大压力。他决心自己做
壶。从1973年开始介入陶瓷艺
术，陶瓷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
50多年里，凡属陶艺门类他基本
都做过，但是最擅长的是器皿造
型。他退休以后，杨永善先生给
他打来电话，肯定其选择，这时候
要时间有时间，要经验有有经验，
把握好这几年，出一批好东西。

三
我做陶瓷痴迷。方益鸣说。
1973年就业后，画了一年的

陶瓷彩绘又去注茶壶，天天抱着
大桶注浆。他老实能干，产量很
高，成为厂的劳模，1976年被推
荐去中央工艺美院上大学。那
时候，“臭老九”们陆续从牛棚
里回城，要办一个全国日用陶
瓷设计进修班。方益鸣从枣庄
被录取。两年后毕业回到枣
庄。之后，他再度考取中央工
艺美院。1981年毕业于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他参
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分配，
来到位于博山的山东省轻工美
术学校任教，并一直负责陶瓷
专业的教学工作。

省轻工美校成立之初就一
个陶瓷美术专业。师资基本来
自各个陶瓷企业，也有浙江美院
等院校分来的学生。说是陶瓷
教育，主要还是学绘画，临毕业
的时候买些白瓷来，瓷上画画烤
上彩，算是陶瓷美术专业毕业。
方益鸣进入美校，认为光教学生

画画不行，陶瓷美术专业应该教
学生设计陶瓷和做陶瓷。他开
始操持陶瓷教学，改陶瓷美术为
陶瓷设计。他找到校领导，能不
能给间房子我领学生们做陶瓷？
能。配电室旁边有平房，你看能
用不？一间不够三间。有模型
房了，可以脱离纸上谈兵做模型
了，要镟胎就需要买石膏镟胎
机。上哪买？没有。方益鸣找
了当时从博山陶瓷厂调来的范
校长，博陶有没有替下来的单刀
压坯机，咱把上边的刀拆掉，下
边的机轮就可以当车胎机用了。
他们当废铁买回了工厂淘汰的
机器，有了简陋的车胎机，轻工
美校从79级的学生开始做陶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流
行于国外的陶艺概念传入国内，
陶瓷教育在服务于大企业的同
时，也要尝试培养个体艺术家和
作坊生产，需要拉坯成型技术进
入课堂，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生产
拉坯机的厂家。去哪里搞拉坯
机？上世纪80年代初，博山美术
陶瓷厂与日本有文化交流，日本
人曾经送给美陶几台拉坯机。
方益鸣就和美陶领导说，能不能
让美陶动力科仿做几台？结果
美陶仿做了五六台，开启了轻工
美校手工做陶的教学。后来条
件好了，美校又有了大模型房、
拉坯室，做了几台高级镟胎机，
一直用到美校与职业学院合并。
学生们从学设计到搞陶艺，从图
纸到制胎，最后去全省陶瓷企业
搞毕业实习。可以说，方益鸣是
山东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开启
者，也是陶艺教龄最长的教师。
国际陶艺学会理事—中国区代
表万里雅先生说，方益鸣堪称山
东陶瓷艺术的传道士。

四
雨点釉是淄博艺术瓷符号

性的东西。历史上，雨点釉总是
时隐时现。民国时候侯相会做
过，公私合营后进入美陶，用馒
头窑烧制雨点釉。雨点釉出口
到日本，被崇拜天目釉的日本人
发现并视为宝贝，雨点釉的身价
被炒起来。方益鸣介入雨点釉
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在方益
鸣眼里，硅院原工程师宁庭业先
生是个人才，他1980年曾给中央
工艺美院陶瓷系建过梭式窑，以
后宁庭业又被派到山西建隧道
窑。他在山西发现了白炭土，结
果一烧黑釉上出点了，这不就是
雨点釉吗？宁庭业和方益鸣是
美校宿舍邻居。宁庭业把山西
白炭土带回博山，跟方益鸣说，
你看山西白炭土和博山一样，咱
俩合作，你出造型，我做烧制，我
有把握能烧出雨点釉来。后来

他们又去大通公司，继续试制雨
点釉。1999年，国务院批准征集
一批工艺美术精品，方益鸣做的
雨点釉大盘被征集为国家珍品，
被永久珍藏在新落成的中国工
艺美术馆内。

方益鸣2001年调入山东理
工大学，使该校有了山东高校最
早的陶艺专业，他做专业教学和
实验室主任期间还继续研究雨
点釉。从自己找土、加工、分析、
上釉到烧制，全部自己完成，这
期间还成功烧制了加彩雨点釉。
方益鸣说，雨点釉自古就有，不
是原创，但雨点釉加彩的确是我
的创意，我在家里珍藏的4件座
盘，现在看还是无人超越。他乐
见的是好友周祖毅终成雨点釉
非遗传承人，将这项宝贵陶瓷艺
术不断发扬光大。

五
从1984年开始，方益鸣就给

山东省陶瓷创新奖评比当评委。
评比规定评委一般是不能有自
己的作品参加评比的，从此坚持
自己担任评委决不参评。后来，
新任陶协会长外聘评委且在外
地评比。方益鸣的陶艺作品可
以参评了，一年一个金奖。其中
一次去的无棣评比，方益鸣带去
一套“夕阳红”茶具设计，青釉白
釉结合，亮光哑光合一，从古至
今没有发现这样的曲线设计，在
茶具上找到水的感觉，寓意孝水
长流，获得金奖。又一年在临沂
评比，他开车送去两只大罐，当
他离开的时候工作人员不让他
走，他说不行，明天我得参加我
两个研究生婚礼，什么事不让
走？说再叫你干评委。第二天
下午，方益鸣忙完学生婚礼又赶
回临沂，评委们已经集合。一落
座，会长一把拉住他，指着身边
座位说，坐这。方益鸣说不妥，
你看看这些评委，哪个不是国大
师？我哪能坐这。就要你坐，我
宣布，方益鸣是本届评委主任。
原来景德镇陶院院长是原聘评
委主任，临时有事缺席。方益鸣
只好临阵受命。他被看好的原
因有两点，一是全面的陶瓷知识
结构和艺术修养，再就是他的公
平，上世纪80年代他当评委的时
候，评比方法要去掉一个最高分
和最低分，后来发现平均得分最
接近他的打分。当时评委们大
都来自各个陶瓷单位，企业的评
委有专业知识的局限，也有偏爱
自己企业的情况。所以官方与
专家公认方益鸣不徇私情，省里
凡有陶瓷大师评比和新产品评
比一般都要找他。

六
茶壶是一个实用器，是喝茶

用品，方益鸣定位茶器首先是好
用，功能为先。好用就是处理好
和使用者的关系。方益鸣跟我
这样讲茶器理念——— 在工业设
计里，有一种学科叫人机工程
学，是他在无锡轻工业学院学习
工业设计时学到的。做的壶看
上去不老气，有线，有角，有棱，
用工业设计的方法设计茶器，工
业设计讲究人和物的关系。物
品都是给人用的，要研究怎么能
好用，如杯子多粗多高，容量多
少，边沿和嘴唇的关系、把和手
的关系、纽和指的关系处理。这
些东西很细微，不学工业设计不

去想这些东西。再一个，形式上
点、线、面的关系、比例、艺术规
律为了体现形式美。干什么用，
怎么用，给什么人用，在什么地
方用，都是它的物质属性。形
状、色彩、肌理只是视觉形式，另
外器物也包含了审美、文化等精
神属性。方益鸣把积淀了一生
的陶瓷学、设计学、美学知识凝
聚在一把小小的茶具上，能不出
精品？

2019年，第一届中国工艺美
术展在南京举办，方益鸣的壶摆
上去，被记者看见，写了一篇长
篇报道《做一把山东的好茶壶》，
在央视媒体发表并多家转载。
连续几年的中国（淄博）陶博会，
他都会摆一批壶参会。大家说，
做这么多壶？更多人问，你自己
做？他说不但我自己做，我从头
到尾自己做。从一块泥巴、拉坯
成型、内外上釉、各种烧法，不要
任何人插手。很多人不信，因为
在国内这种全能手不是太多。
他说自己是“万金油”，因为在学
校，与陶瓷有关的，什么课程都
得安排，什么课程没人上你就得
上，你不全会，怎么应付？

方益鸣不仅要给中国人制
作好用的茶器，还要做和其他产
区不一样的壶。他一直在想，什
么样的茶器风格能代表山东？
朴素厚道的壶最能体现山东人
的性格。在功能的基础上再追
求风格、审美、文化。有了自己
的风格，就能立得住脚。现在他
的茶器造型已达100多个，多是正
把壶，还有侧把壶、提梁壶。决定
一个物品器型的，一是科技水平，
二是审美标准，三是生活习惯，今
天的器物更要让年轻人接受。他
提到，器物都是为当代人服务的，
茶器也要有时代烙印、有现代感。
博物馆专家、正高级研究员安立
华得到他的一把壶，说：“我的老
师方益鸣是陶瓷大师，尤善制壶，
手作拉坯，素胎薄釉，其风简朴，
自然天成，一款一式，件件用心。
知道我喜欢壶，于节前赠我一壶
一杯，嘱：‘我的壶好用，退休后
用我的壶喝茶。’茶未饮，心已
暖。将壶轻轻捧起未及细审，已
是爱不释手。”

新时代时兴慢生活。器皿
造型里最难的壶也就具备了特
别的价值。除了茶壶，方益鸣还
做了茶席全套。一桌喝茶的器
具应有尽有。花器、香器、茶器。
按古典茶具配套方法来做。
2022年陶博会就展示了三套茶
席，分别代表自然、当代、古朴三
种风格。

七
何谓陶艺？看似不是问题

的基本问题，直到如今未能取得
统一认识和标准。方益鸣给陶
艺下了一个定义——— 陶艺就是
以陶瓷材料为载体、以陶瓷工艺
加工为手段的一种艺术创作。
这是他一生从事陶瓷艺术设计
的结晶。

他的陶艺定义朴素而又精
准，像他没有花拳绣腿、巧言令
色的艺术生命，像他的艺术成就
不在奖状与证书，也不在当下的
市场，因为他基本不卖壶，他的
茶器精品，要经得住时间的汰
选，博物馆应是它们最终的归
宿。因为，他用茶器诠释生命，
也用生命诠释茶器。

茶器与生命的双向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