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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 记著名书法家、陶瓷书法第一人张万庆

艺术家简介

张万庆，1938年出生于河南省汝南县，毕业于河南大学。自1998年退休以来的10多年间，张万
庆全身心投入到陶瓷书法的探索之中，曾深入到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山东淄博等
10多个陶瓷产地，创作陶瓷书法作品5000余件，并提出了陶瓷书法的科学命题，被书法与陶瓷两个
艺术门类人士公认为“陶瓷书法第一人”。

□ 本报记者 魏茜茜

笔酣墨饱“绘”出龙文化

8月7日，已过古稀之年的张万庆在博山陶瓷琉璃艺术中
心筹备着他的“龙文化”书法作品展。一幅由二十三张四尺宣
纸构成的长卷《龙字的起源与演化》震撼人心，此作品的惹眼
之处不仅仅是长篇巨制，而且融入了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
等内容，集多种书法于一体。长卷由早在龙字出现之前陶、玉、
铜器等载体上出现的关于龙的花纹、图像，甲骨文和金文中出
现的龙字，篆书中出现的龙字以及历代名人笔下的龙字构成。

张万庆的书法艺术以其颜魏糅合的行书及爨体为大家所
熟悉。他的行书采用魏碑的结体与颜字的笔意，将两者恰当地
融合在一起，俊逸洒脱，具有浓厚的笔墨意味和书卷之气，庄
重稳健，大度气派。其爨体书法，笔力遒劲，古朴浑厚，浑然天
成，潇洒且轻快。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三个字即是他的
手笔，另一件作品篆书“家”和自撰的配文更是在海内外广泛
流传，该作品采用圆形的构图，并盖有12生肖朱印，试图给人
以和谐与团圆的视觉效果。

《九体·中华龙》是张万庆“龙文化”中的代表作品，内容为
由象形文、大篆、小篆、草书等九种书体组成的巨龙形象。各式
龙字高低错落，紧密衔接，小篆“龙”字后有一轮红日冉冉升
起，恢弘大气，神气十足。

字体的下方，作者以一首《千秋岁·中华龙》点缀，“东方旭
日升，蓬勃中华龙，兴云布雨济苍生。国泰民殷实，五谷岁岁
丰。社稷好，万物和谐人太平。自强不息志，团结拼搏声，驾彩
云，舞东风。和平中崛起，奋进里振兴。君不见意气风发中华
龙。”整首词铿锵有力，从龙文化中提炼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团结拼搏的精神。书法与词的结合，把中国“龙精神”展现得淋
漓尽致。

吃苦作乐探索陶瓷书法

“为何只有在紫陶上刻有少量文字，其他陶瓷怎么少有文
字？”早在1960年，张万庆还在开封博物馆工作时，就有将陶瓷
与书法结合的念头。书法一般是在宣纸上完成，而陶瓷却要经
过烧制，高温后墨会被蒸发。隋唐以后，瓷器大受欢迎，釉色的
盛行逐渐替代了文字，从此，陶瓷与书法成为两种独立的艺术
门类。随后他与书法界和陶瓷界的朋友探讨，一般人给出的答

案是———“陶瓷与书法根本不搭界”。然而张万庆没有否定原
本的想法，一直在等待时机。

1997年，张万庆思路一转，开始创作木雕书法，他与木雕大
师合作，采用阴雕、阳雕、浮雕、透雕、拼接等多种技法，创作了
两百多件作品。此举的成功让张万庆信心倍增，他决定去尝试
创作陶瓷书法。

1998年，张万庆退休后多次往返于景德镇、佛山、邯郸、淄
博、宜兴、德化等多个瓷都，他发现，除了宜兴陶瓷，其他陶瓷
基本上没有文字，即便有，也只是为画面充当配角。

此后，他看中景德镇青花陶瓷釉薄、流动性小的特性，开
始了尝试。他跑遍景德镇60多家陶瓷厂，从设计到制胎再到书
写、篆刻，他自掏腰包，亲力亲为。

历时十余年，他辗转于每个瓷都，尝试不同的陶土、釉色。
期间患上眼疾，两次手术，在旅途中遭遇盗窃，一块钱的馒头
吃两天，啃个粽子过年…….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创作了5000余
件陶瓷书法作品，将书法与陶瓷实现了完美结合，成功接续了
两者断代2000多年的历史，被书法与陶瓷两个艺术门类人士公
认为“陶瓷书法第一人”。

笔耕不辍寻求新形式

张万庆是书法界的大家。他精通多种书法字体，风格自成

一派，部分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
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收藏。1997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了“张万庆书法与篆刻作品展”。

“陶瓷书法在创作空间上开辟了新领域。以前，陶瓷书法
创作受限制，而现在在任何一种陶瓷上都可以创作书法。”在
进行陶瓷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张万庆不仅学会了陶瓷技法，更
结识了一批密友。基于这种情谊，张万庆在书法上进行了六个
专题的创作：《龙文化书法集》、《佛教文化书法集》、《客家文化
书法集》、《书法小品集》、《茶文化书法集》、《陶瓷书法精品
集》，并且陆续举办了6个专题文化书法展。

2011年，张万庆围绕龙年文化创作的“龙文化书法展”在河
南博物院展出并产生轰动效应。2012年11月，他作为中韩建交
20周年的文化使者，参加了韩国光州《中原三宝》书画展；2012
年又受世界华人华侨联合会的邀请，参加了北京世纪坛国际
书画展。

“陶瓷书法创作的成功，从更深一层意义来讲，可以让书
法界和陶瓷界的学者相互沟通，他们可以结合各有的长处，相
互借鉴，做一些更精美的艺术品。”张万庆说。

张万庆告诉记者，自己今后还将在黑陶、琉璃等艺术领域
探索书法的新形式。年事虽高，但他依然激情饱满，笔耕不辍，

“淄博的陶、琉璃很美，艺术形式富有多样性，我希望可以在这
里开拓一片新天地，用书法艺术展现传统文化。”张万庆说道。

巧雕“套料”显神韵
——— 记山东省玻璃（琉璃）艺术大师刘涛

艺术家简介

刘涛，1981年生，山东博山人。山东省玻璃（琉璃）艺术大师，1998年开始学习琉璃雕刻，从
事琉璃雕刻创作15年，2010年创立刘涛琉璃工作室，2013年成立刘涛琉璃雕刻艺术工坊。

刘涛的作品主题明确，寓意深刻，能最大限度地展现琉璃材质的表现力，刻画生动逼真而富
有韵味。作品《贵妃醉酒》获2012年“博山杯”中国陶瓷琉璃艺术大奖赛金奖；作品《清音图》
获2013年“国信·百花杯”第十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金奖；作品《秋趣》获2014年“金凤
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寨金奖等各项国家级大奖。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魏茜茜

形与色的巧妙融合

依瓶型而定，在掌握琉璃质坚、性脆特点的基础上，根据
琉璃的色泽和设计的图案，将工艺与美术的理念融会贯通，施
以雕刻。雏形已定，再以造型精雕细琢，在大小不一的金刚石
轮中雕琢出如诗如画的作品，或花竹美草，或仕女美人，或亭
台楼宇……十几道工序之后，一件琉璃雕刻瓶如出水芙蓉般
展现眼前。7月31日，刘涛正在他的工作室内雕琢一件新作品。

作为博山琉璃雕刻新一代传承人，刘涛兼收并蓄，融会贯
通，艺术表现形式灵活多样，他精通深浅浮雕、俏色雕、立雕、
镂空雕等多种艺术手法。每件作品，从选料、构图、到雕刻抛光
无不考究，营造出在神、在气、在韵的艺术韵味。

套色琉璃俗称套料，这种套色琉璃就是由多层不同颜色
的琉璃烧制而成，雕刻时，一层层剥离，抛光后形成立体感十
足的艺术佳品。好的琉璃雕刻作品，不论在造型、线条、料色、
画面都能展现出非一般的温润华美。

他的代表作《清音图》属琉璃多层套料俏色雕刻，依次由
象牙白、翠绿、象牙白三层琉璃套在一起，根据水净瓶的外型，
白、绿、白不同料色的搭配，将外层白色设计雕刻成一尊白衣
素雅的观世音和圣洁的荷花，荷叶则巧妙利用翠绿色彩的差
异，雕琢得清新淡雅。观音面容祥和恬静，手持荷花，站在莲花
宝座之上，从清新素雅的荷花丛中走来，给世间带来安详。

他的作品《秋趣》，采用镂空雕刻技法，画面中一只蝈蝈在
丝瓜间小憩，一旁的螳螂藏匿在枝叶下正虎视眈眈地望着它，
而它却沉醉在秋色之中，未曾察觉。作品通过层层透雕，展现
出一幅玲珑剔透且具有浓厚田园情趣的画面。

精选传统创出自我艺术风格

刘涛从小喜爱书画，空闲时间便会临摹连环画和书画帖。
因家庭困难，上学时期，他常常从生活费中省出零用钱，用来
购买画册，一本画册反复临摹，直到练熟为止。

2000年他进入博山大通陶琉有限公司从事琉璃雕刻的图
案设计和工艺制作，开始走上了琉璃雕刻的艺术之路。在不断
努力学习的过程中，刘涛结识了琉璃雕刻大师张维用先生，在
张维用的细心指点下，刘涛不仅对琉璃雕刻的历史有了深入

的了解，而且在图案设计，工艺制作技法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认
识，自此以后，刘涛更加投入于琉璃雕刻的艺术创作，十多年
如一日的磨练，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

此后，刘涛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较高的悟性，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设计图案注重融入历史典故和传说，体现出中国水
墨山水意蕴丛生的韵味，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浓厚。

2010年，刘涛在博山琉璃园创立刘涛琉璃工作室，在此期
间又得到了王孝诚、孙即杰、王乃宝等从事琉璃艺术的老前辈
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细心指导，眼界与技艺不断攀升。

在十多年的艺术创作中，刘涛在继承传统琉璃雕刻基础
上不断地积累，勇于创新，先后在琉璃雕刻的艺术表现形式上
做了些新的尝试，其中首创的琉璃水墨雕，多层套色的俏色
雕，单色琉璃的镂空雕，琉璃的阴阳书法雕等，因技艺要求高，
制作难度大，不仅丰富了琉璃雕刻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让刘
涛进入了另一个艺术高点。其作品的艺术、收藏价值逐渐吸引
了收藏界的目光，成为收藏家手中津津乐道的藏品。

艺术离不开文化底蕴

刘涛的作品《贵妃醉酒》获2012年“博山杯”中国陶瓷琉璃
艺术大奖赛金奖；作品《秋趣》获2012年中国国际轻工消费品展
览会银奖；2013年《献寿图》获第二届中国玻璃艺术名家作品展

金奖，并于同年分别被评为“山东省轻工行业技术能手”、“省
级高级技师”和“省级玻璃（琉璃）艺术大师”。

近年来，刘涛在继承传统琉璃雕刻艺术的基础上，不断从
文化积淀中追求艺术的新理念。他认为，琉璃雕刻艺术需要不
断探索，不断突破，在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的同时，把文化元
素体现在作品上。

如今，刘涛还经常钻研玉雕、木雕等相关作品的表现方
式，“艺术形式之间是相通的，汲取其中精华为我所用，才能实
现自我突破。”刘涛说。

在继承传统工艺，不断探索创新的同时，如何传承、发展
这门传统手艺，使其在新时代里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一直是
刘涛思索和努力的方向。刘涛语重心长地说：“目前淄博真正
从事琉璃雕刻的人很少，如果不从现在培养接班人，琉璃雕刻
艺术很有可能会面临断代的危险。”

琉璃雕刻的基本功难掌握，制作程序繁琐，学习周期长，
一般要5-10年才能培养成才，刘涛根据“因人授艺”的原则，培
养学生先掌握某一项加工技艺，这样便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掌
握技艺。与此同时，刘涛还注意培养他们的文化内涵、职业道
德等多方面的素质，使得他们的作品与其个人的文化修养融
合在一起。

“琉璃雕刻在于神韵，而这要基于深厚的文化功底，因此
把中国文化理解得越透彻，路才能走得越远。”刘涛说。

鲁中梆子大型现代廉政剧

《大爱无疆》首演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川区鲁中梆子剧团排演的鲁中

梆子大型现代廉政剧《大爱无疆》进行了首演。
《大爱无疆》以反腐倡廉为主题，将传统孝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以“母爱无疆惊天地，人间大
爱鬼神泣”为主线，讴歌了一曲母爱颂歌。全剧长110分
钟，分惊梦、惊魂、惊恐、惊泪4场，剧情催人泪下。鲁
中梆子剧团今年4月开始改编排演，在梆子戏的基础上，
借鉴歌剧、豫剧、黄梅戏、吕剧等唱腔，独创了鲁中梆子
戏。“25位业余演员唱出了专业水平。”一位戏曲爱好者
拍手叫好。日前，淄川区纪委、宣传部还专门发出通知，
推荐各镇街、部门观看。

淄博市图书馆

送书进军营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由淄博市图书馆在市消防支队援

建的四所图书流通站挂牌仪式举行。这是市图书馆继6月
25日在武警淄博市支队援建四所图书流通站的基础上“文
化拥军”的又一举措。

据悉，此次新建的八所流通站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服
务模式，保证每个流通站一至两个月即可流动图书200
册，使图书室常有新书，以满足官兵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基
本需求。

第十五届“长城颂”书画摄影

作品联展开幕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第十五届“长城颂”淄博市庆

“八一”军民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在淄博市博物馆开幕。
记者从联展上获悉，淄博市历来就有军民共建、军地

合作的光荣传统，多年来所铸就的坚如磐石的军民合作关
系，已成为该市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此次书画
摄影作品联展，既是军地双方共同推进文化事业建设的生
动体现，也是增进军民鱼水深情，对全市军民共建丰硕成
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本次展出的书画摄影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参展作品的一笔一划、一景一物，都折射出浓郁
的军民深情，展示了部队书画摄影爱好者热爱本职工作、
勇于开拓进取和追求高雅艺术的精神风貌。展览对于弘扬
书画摄影艺术、助推军民文化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也将为该市开展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系列
活动增添色彩。

据悉，本次展览筹备历时3个月，展览共征集到淄博
军分区及各区县选送的书画摄影作品187件，精心挑选了
120件参加展览，共评出一等奖9件，二等奖18件，三等奖
30件，优秀奖若干。展出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集中
歌颂军旅生活，书写军民鱼水情。

桓台县“曲艺专场演出”

送文化“大餐”下乡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近日,“桓台县2014百场文化下乡广场文

艺展演齐天乐曲艺团——— 走进塘一村专场演出”活动举
行。活动当晚，来自中国煤矿曲艺家协会、全国十大笑
星、齐天乐曲艺团的众多艺术家登台献艺，为当地群众送
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据悉，桓台县2014百场文化下乡广场文艺展演系列活
动自5月上旬全面启动。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形式更
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在歌舞专场、戏曲专场、
综艺专场等演出形式的基础上首次增添了曲艺专场演出。
演出当晚，众多艺术家联袂呈现了《武松打虎》、《说一
不二》等6个精彩的节目，历时两个多小时的精彩表演得
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桓台县高度重视文化下乡工作，将其作为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障广大农
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措施来抓，并取得了明显成
效。截至目前，桓台县送文化下乡演出的数量不断增加、
免费送文化下乡的机制基本建立、专场文艺演出等特色活
动更加丰富多彩、基层文艺演出队伍得到了普遍加强，送
文化下乡已经成为桓台文化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桓台县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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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桓台讯 历时3年编纂的《桓台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图典》于近日正式出版。该书收录了全县212项非遗项
目，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全县列入省级、市级和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以及虽然暂时没有列入名
录，却极具保护价值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该书不仅是对桓台县宝贵精神财富的一次大盘点，也
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力宣传，让群众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留住乡愁，对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弘扬培
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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