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
德
镇
丰
城
籍
陶
瓷
艺
术
家
作
品
选

2

◎

熊
钢
如 

主
编



CI

YUN

XIANG

QING

242

2

                  

经过遴选作品、拍摄图片、撰写文稿、编排设计，《瓷韵乡情2——

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作品选》已经编辑完成，即将由江西美术出版社

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这部作品选集是2005年3月出版的《瓷韵乡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

艺术家作品选》的续集，全书以艺术简介和作品选登的形式，重点推介了

66名活跃在景德镇陶瓷美术界从事陶瓷艺术创作、陶瓷装饰设计、陶瓷美

术教育、陶瓷工艺技术的丰城籍陶瓷艺术家。书中以专题文章的形式，介

绍了为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创新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已故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25人，对他们的传承关系、社会评价、创作成果进行了概述。本部作品选

集按照陶瓷艺术家的出生年月顺序进行排序，相同出生年月则按照姓氏笔

画排序。在作品选集的图片编选和文稿撰写中，部分图片和艺术简介由入

编本部作品选集的陶瓷艺术家个人提供，编者借鉴了其他图录和书刊的图

文资料，特此声明并在此致以谢意！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如有粗疏之处，

还请方家指正。

《瓷韵乡情2——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作品选》的顺利出版，得

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各位同乡好友的大力支持，编者在此再次表示真挚的

谢意！

                                                  

                                                          编  者

                                                         2013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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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盖洛

到江西景德镇考察，他既惊叹于瓷都

陶瓷工业的繁荣发达与辉煌成就，又

非常仰慕这里气质优雅、身怀绝技的

工艺大师。那些工艺大师中就有为景

德镇近代陶瓷艺术发展作出贡献的丰

城人。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景德镇的辉煌凝聚了无数外来艺术家

的智慧与心血。早在一百多年前，丰

城民间艺术家们抵达珠山之麓、昌江

之滨，筚路蓝缕的创业史于此发轫，

彪炳史册的洪州窑千年圣火在这里悄

然延续。毫无疑问，景德镇这座著名

的“四时雷电之镇”，融入了洪州窑

醇厚绵长的流风遗韵。

可以想见，凛凛剑气，耿耿龙

光，赋予了丰城人艺术的灵感与才

思；巍巍玉华，盈盈赣水，渲染成丰

城人笔底的波澜与激情。丰城人秉承

序一

◎杨玉平

敢想敢干、重情重义的精神，闯出了

一片属于丰城人的天地，景德镇陶瓷

艺术舞台上出现了“青花大王”王

步、瓷雕大师曾龙昇、镂雕大师徐顺

元等艺术名家。时至今日，丰城籍艺

术家们更是超越前人，推陈出新，与

时俱进，成果斐然。丰城籍艺术家们

凭借杰出的艺术天赋与辛勤创作，不

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

了世人的广泛尊重，也使景德镇陶瓷

技艺得以传承发扬，艺术造诣得以登

峰造极、炉火纯青，景德镇陶瓷的艺

术星空才显得如此璀璨。

丰城这座“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的江西历史文化名城，是我们魂

牵梦萦的家乡，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族

群记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通

过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积淀孕育出博大

精深的剑邑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与力量源泉。

常言说，木有本，水有源，故土

与乡情，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思念，游

子需要衣锦归来，得到家乡人的景仰

与称颂，家乡需要更多的佳话感染和

感召后人。因此，我们欣喜地看到，

景德镇丰城籍艺术家们细心准备、精

心创作，准备了一份份回馈家乡的厚

礼: 为丰城现代艺术馆捐献藏品、在

家乡举办书画展览，现在又绍述前

徽，编印《瓷韵乡情2——景德镇丰

城籍陶瓷艺术家作品选》。我们从这

本凝聚着艺术家们精力与心血的厚重

画册中，可以窥见艺术家们挥毫染翰

的潇洒身姿和神闲气定的翩然风采；

也可以从这些堆金戛玉、积雪凝脂的

扛鼎之作中，得到灵性的陶冶和情感

的升华。

是为序。

　　　　　             2013年5月8日

　　　  (作者为中共丰城市委书记)

编委会主任：

杨玉平

编委会副主任：

焦    静    熊生根    陆   如    陈武平

艺术顾问（按出生年月排列）： 

王恩怀    聂乐春    熊汉中    黄云鹏    李林洪    孙同鑫    张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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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他们继承、求索、发现、创

造，工书画，觅诗文，求哲理，悟人

生。前辈多为生计，后辈多为梦想。

在这样的语境中，理应有更高的境

界、更好的作品。

事实确实如此。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恩怀先生在

父亲王步先生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

收了海派、岭南派的艺术元素，形成

一种独具时代特征的新风尚，并善于

从大自然中发现美的因素，赋予作品

以情感。他谙熟的工艺技术及凝练的

造型基础，毫无矫揉造作之感，造势

灵动，虚实相济，浑然一体，扣人心

弦，在花鸟画坛独树一帜。

著名画家许麟庐先生曾为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陆如先生题词：“胸中瓷

艺，腕底丹青。”徐恩存先生在《神

奇天工，韵出造化》一文中评价陆如

先生作品“朴素清丽，情态优美，文

意幽婉，精湛圆润，处处用心”，又

称“陆如先生的艺术，具有源于深层

结构的文化气质和精神，体验的深沉

与宁静。他追求稳定与文化韵味浓郁

的主题，他的作品是文化气息很浓的

艺术创造……”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熊汉中先生毕

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专业，他

特别注重陶瓷艺术语言的特质，特别

注重绘画与造型的完美结合、工艺与

美术并重，讲立意，重装饰，作品飘

逸洒脱、灵秀俊美，具有文人书卷气

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教授

为他题词“放逸生奇”，非常贴切地

说明了他在创作中不落窠臼、勇于创

新的精神。

对景德镇陶瓷学院老教授李林洪

先生，我这里照搬评论家邵大箴先生

一段话，他说：“李林洪是一个造梦

者，是当代的盘古，鬼斧神工般绘就

的心象境界，所开创出山水风格，不

仅仅只是陶艺山水中的硕果，更是所

有美术的一个丰碑，将指引更多美术

后学以此为范，不拘泥格式与材质，

自然为美，将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推

向一个更长远更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说，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

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对景德镇陶瓷

艺术的贡献功不可没。

丰城籍的镇二代、镇三代，现在

都有不俗的表现：进入新世纪，在中

青年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中，新

评国家级大师2人、教授3人，江西省

工艺美术大师10人，首批江西省陶瓷

艺术大师4人，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

师28人。如今，活跃在陶瓷行业、从

事艺术创作的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

家数以百计，可谓前有先贤，后有来

者，人才济济，令人欣慰。

当今的丰城市已进入高速发展的

快车道，从前五六平方公里的老县

城，现在已经发展成四五十平方公里

的中等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百姓安

居乐业，让客居他乡的游子感到十分

荣耀。

如今，丰城市委、市政府又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了文化事业，投向了景

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们，出资为景

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著书立传。荣

归故里，这是情感，是纽带，故乡与

游子情意浓、心相依，景德镇丰城籍

陶瓷艺术家们，当以最佳作品辑集成

册回报故里。

离2005年出版《瓷韵乡情——景

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作品选》约有

九年之久。改革开放的红利，泽被着

陶瓷文化向前发展。文化产业的兴

盛，推动着陶瓷艺术与时俱进。在故

乡的支持和推动下，今又编辑《瓷韵

乡情2——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作品选》，以饗关注陶瓷文化之士。

在这九年间，有前辈驾鹤西去，

以此寄托哀思与崇敬！

《瓷韵乡情2——景德镇丰城籍

陶瓷艺术家作品选》能够顺利出版，

要感谢丰城市委、市政府各位领导及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景德镇丰

城商会诸位同乡的热情参与！

                  

细想起来，我在丰城生活的日子

并不算长，且甜美与苦涩并存，但故

乡依然让我魂牵梦绕、不能忘怀，特

别是在丰城中学读书的那几年。丰城

中学是知识的海洋，是梦想的摇篮，

是我人生启航的港口。

在丰城中学读过书的学生，都不

会忘记孔子庙、剑匣亭、文昌阁。这

些场景让我们现代的学生与古代的丰

城有一个穿越时空进行对话的媒介。

为什么孔子庙不开正门，人只能从边

门进出？剑匣亭的石匣子隐藏着多少

玄妙的故事？文昌阁里记录了多少丰

城文人的故事？这些萦绕在学生心里

的疑团，都能从这些场景得到答案。

这让我对这块土地增添了几分好奇、

几分热爱。原来，这与王勃在《滕王

阁序》中的名句有关：“物华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

陈蕃之榻。”王勃是才子，丰城是宝

地，没有丰城这方宝地上的人和事，

哪有王勃的名句？而王勃的名句，又

让丰城的历史更加绚丽多彩。当然，

她的绚丽多彩，不仅仅在于王勃的名

句，还在于唐代的名窑——洪州窑。

在唐代陆羽的《茶经》里，就有

洪州窑的记载，只是陆羽以观茶汤为

标准，对瓷器颇有偏见。其实，洪州

窑是唐代六大名窑之一，据考证，从

东汉晚期开始，经三国、两晋、南

朝、隋、唐和五代，约有八百年的烧

造历史。丰城应是中国青瓷的最早发

源地之一，在江西制瓷史上，应该是

先有洪州窑，后有景德镇。洪州窑遗

址多，产量大，造型丰富，工艺精

美，鸡首壶、多足砚、象首净瓶就是

其中的代表。

当今，丰城已有企业在筹建青瓷

研究中心，以研究洪州窑的材质特

点、工艺技术，对其加以开发利用，

让这座曾经辉煌的古窑复活，焕发新

的光彩。这对于发掘陶瓷文化、传承

保护地方文化是值得尊敬和倡导的，

当代的洪州人、陶瓷文化的继承人和

开拓者，都应当为之高兴，为之出

力，为之添砖加瓦。

也许是洪州窑的“基因”尚存，

让客居景德镇的丰城人，在陶瓷行业

中依然有所作为，其中涌现了不少名

标青史的名师：什么 “拿得稳”、

“靠得住”、“试试看”，利坯行

当的“三把刀”，瓷雕行业的“三

老”，仿古可乱真的“三支笔”，釉

料行当的“三杆秤”等等，他们个个

身怀绝技，立身扬名。“青花大王”

王步、雕镂宗师徐顺元、瓷雕大师曾

龙昇，他们作为景德镇瓷艺界开宗立

派、独树一帜的领军人物，为后来者

树立了榜样。当代景德镇丰城籍陶瓷

艺术家们，以前辈为楷模，以创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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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他们继承、求索、发现、创

造，工书画，觅诗文，求哲理，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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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文化气质和精神，体验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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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回报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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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之久。改革开放的红利，泽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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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2——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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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都应当为之高兴，为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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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洪州窑的“基因”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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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然有所作为，其中涌现了不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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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三把刀”，瓷雕行业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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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于同一片故土——江西

丰城。

他们创业于同一座城市——中国

瓷都。

他们执着于同一个追求——艺术

创新。

他们，有着共同的称号——已故

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景德镇陶

瓷艺术，集名窑大成，展时代风采，

涌现出了诸多画艺超群、特艺传世的

名家高手。他们勤习瓷艺、巧施画

技，用创造性的劳动，为世界贡献出

精、新、奇、美的陶瓷艺术珍品。

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和来自不同县籍、省籍的陶瓷艺术家

一道，筚路蓝缕，继往开来，为景德

镇陶瓷文化艺术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特艺传世  瓷艺生辉

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综述

◎张忠清

作出了应有的奉献。

丰城的剑邑文化，让他们继承了

吃苦耐劳、创新创业的精神；洪州的

古窑遗韵，让他们保持着薪火相传、

瓷艺相承的传统。

在景德镇陶瓷绘画、陶瓷雕塑、

陶瓷仿古、陶瓷美术教育、陶瓷工艺

技术、陶瓷釉料配制等领域，近百年

来，在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这个群体里，涌现出了诸多瓷艺名家

和美术世家。他们或父子相传，或师

徒相授，或求学深造，或自学成才，

以各自的审美理念、艺术追求、创作

技巧、工艺特色，为各自的艺术生涯

书写着人生辉煌，收获了创作成果。

历 史 是 一 条 长 河 ， 时 代 是 一 条

画廊。在这条长河中，他们是一朵朵

留下美丽和美好的浪花；在这条画廊

里，他们是一个个留下美誉和美名的

逝者。他们为故乡争得了荣誉，为客

乡作出了贡献。

前贤风范，已然名垂青史；先辈

风采，已经载入史册。如今，已故景

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的继承者和学

生们，保持和发展了前辈和师长的画

风特艺，为景德镇陶瓷艺术创新和文

化产业繁荣而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本文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和走访调

查，概要地记述下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

瓷艺术家的家世年谱、师承关系、艺术

特色及创作成果，以示缅怀和追忆。

1959年，时逢新中国成立十年大

庆，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为了尊重劳

动、尊重人才，振兴陶瓷产业、繁荣

陶瓷艺术，授予33名作出突出贡献和

具有独特技艺的画家、艺人“景德镇

陶瓷美术家”称号。其中 ，丰城籍陶

瓷艺术家就有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分别为王步、杨秦川、杨海生、黄海

云、曾龙昇、蔡寿生、蔡金台。

分述如下：

王步，字仁元，号竹溪、陶青老

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民国

时期以来著名的陶瓷艺术家。

他 在 父 亲 王 秀 春 影 响 下 从 小 就

喜爱绘画，9岁时拜青花名师许友生

为师，后受聘于制瓷名家吴霭生，从

事仿古瓷制作。他运用水墨画技法和

“铁线描”笔法绘画青花，料分五

色，一气呵成，创造出明清以来青花

艺术新风貌。新中国成立后，他发明

了一种画上去既会流动又会顿住的绘

画色料，使画面色泽鲜润发亮，格外

活泼流畅。他从事陶瓷美术创作六十

多个春秋，所作釉上、釉下、堆雕、

刻花等陶瓷美术作品数以万计。他的

青花瓷绘，以兼工带写笔法绘写人

物、花鸟，笔力雄健，有浑厚苍老之

气。他在技法上采用分水法，从浓到

淡一笔染成，不留笔痕，被业界公认

为 “青花大王”。他的青花瓷艺对后

人影响甚大，为发展青花艺术开辟了

新的道路。

曾龙昇，字龙生，生于l900年，

卒于1964年，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

席、景德镇市美协主席。他以“瓷雕

曾”之誉与天津“泥人张”、佛山

“陶塑刘”并称雕塑三大巨星，被业

界公认为“瓷雕大师”。

他14岁时由叔父带到景德镇学

艺，后拜瓷雕名家游长子为师，以圆

雕见长，兼及镂雕、捏雕，作品精

美、细腻、生动、传神。上世纪30年

代，他创制的《孙中山》大型瓷雕，

在美国巡展，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

质奖章，自此艺名传遍中外。解放

后，他发挥高超技艺，所作《天女散

花》等瓷雕精品，被陈列于人民大会

堂江西厅。他主持创作的瓷雕《大龙

船》，长120厘米，宽30厘米，高56厘

米。船上塑制了150多个中国各民族的

人物形象，人物虽高不过2.3厘米，却

眉目清晰，各显风姿。这件作品也因

此成为了国宝。

蔡寿生，生卒年月不详。他是民

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景德镇瓷

雕名家，与蔡寿元（陶瓷雕塑高手，

绰号“拿得稳” ）是兄弟。著名瓷雕

艺术家蔡金台是他的侄子，也是他的

弟子，著名瓷雕艺术家杨海生也出自

他的门下。 

蔡 寿 生 瓷 雕 技 艺 高 超 ， 手 法 全

面，精通圆、捏、镂和浮雕，在继承

传统技法的同时，敢于大胆创新，所

作瓷雕作品享有盛誉，代表作有涩胎

浮雕《云龙》笔筒。

蔡金台，生于1904 年，卒于1962

年。8 岁进私塾读书，12 岁投师于叔

父蔡寿生、蔡寿元，15 岁转投福建瓷

雕名家游长子门下，故此，作品具有

德化瓷雕的柔美风格。

他 精 通 圆 、 捏 、 镂 、 浮 雕 ， 手

法细腻，以形传神，擅长创作古代人

物瓷雕，塑造的仕女形象温柔典雅、

体态娇美。1950年进入景德镇市建国

瓷厂工作，成功创作出党和国家领导

人塑像和工农兵群雕，参与创作设计

大型瓷雕壁画《井冈山》。1958年他

由轻工业部陶研所调入景德镇陶瓷学

院任教，后任副教授，讲授陶瓷雕

塑，并为来自越南、罗马尼亚、波兰

等国留学生上示范课。他执教不到五

年，却为陶瓷雕塑界培育了一批中坚

力量。他的代表作有《送子观音》、

《和合二仙》、《太白醉酒》等。他

晚年创作的《天女散花》瓷雕被陈列

在人民大会堂。

杨海生，字海昧子，生于1905

年，卒于1969年，童年时即来景德镇

拜蔡寿生为师，学习堆雕技术。

他 对 堆 、 刻 、 镂 、 捏 各 种 雕 塑

技法均能驾轻就熟，青年时代即享誉

景德镇瓷雕界。解放后，他进入轻工

业部陶研所工作。他以捏雕为主，作

品明快、流畅、奔放，风格独特，为

陶瓷捏雕技艺发扬光大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的主要作品有《百花齐放》大

花篮、色釉《月季花》挂盘、《花

果》笔洗、10件头文具等。

杨秦川，字秦生，生于1914年，

卒于1985年，毛主席纪念堂大型花篮

的主要设计者。

他1929年随兄在景德镇学陶瓷雕

塑，受著名瓷雕艺人黄泉生传授，学

做龙船、亭阁等瓷雕，擅长堆、刻、

捏、塑、镂空。解放后，他进入轻工

业部陶研所工作，精心设计了许多镂

空、刻花陶瓷珍品。其镂空技艺功力

扎实，刀法细腻，造型古朴，作品的

形制和技艺在难度上堪称前所未有。

他的主要作品有捏雕镂空大花篮、大

龙船、小龙船、涩胎《六角亭》等。

黄海云，生于1920年，已故。11

岁来景德镇拜师学艺，研习陶瓷美

术，勤学苦练，业有所长。后辗转去

上海遍访名师，专攻陶瓷彩绘。

他 的 瓷 绘 生 涯 长 达 七 十 余 年 。

新中国成立后，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景

德镇日用陶瓷新彩装饰，使用扁笔绘

瓷，技艺精深，笔力老练，独树一

帜，被誉为“新花大王”。 1954年，



他们来自于同一片故土——江西

丰城。

他们创业于同一座城市——中国

瓷都。

他们执着于同一个追求——艺术

创新。

他们，有着共同的称号——已故

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景德镇陶

瓷艺术，集名窑大成，展时代风采，

涌现出了诸多画艺超群、特艺传世的

名家高手。他们勤习瓷艺、巧施画

技，用创造性的劳动，为世界贡献出

精、新、奇、美的陶瓷艺术珍品。

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和来自不同县籍、省籍的陶瓷艺术家

一道，筚路蓝缕，继往开来，为景德

镇陶瓷文化艺术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特艺传世  瓷艺生辉

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综述

◎张忠清

作出了应有的奉献。

丰城的剑邑文化，让他们继承了

吃苦耐劳、创新创业的精神；洪州的

古窑遗韵，让他们保持着薪火相传、

瓷艺相承的传统。

在景德镇陶瓷绘画、陶瓷雕塑、

陶瓷仿古、陶瓷美术教育、陶瓷工艺

技术、陶瓷釉料配制等领域，近百年

来，在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

这个群体里，涌现出了诸多瓷艺名家

和美术世家。他们或父子相传，或师

徒相授，或求学深造，或自学成才，

以各自的审美理念、艺术追求、创作

技巧、工艺特色，为各自的艺术生涯

书写着人生辉煌，收获了创作成果。

历 史 是 一 条 长 河 ， 时 代 是 一 条

画廊。在这条长河中，他们是一朵朵

留下美丽和美好的浪花；在这条画廊

里，他们是一个个留下美誉和美名的

逝者。他们为故乡争得了荣誉，为客

乡作出了贡献。

前贤风范，已然名垂青史；先辈

风采，已经载入史册。如今，已故景

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的继承者和学

生们，保持和发展了前辈和师长的画

风特艺，为景德镇陶瓷艺术创新和文

化产业繁荣而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本文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和走访调

查，概要地记述下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

瓷艺术家的家世年谱、师承关系、艺术

特色及创作成果，以示缅怀和追忆。

1959年，时逢新中国成立十年大

庆，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为了尊重劳

动、尊重人才，振兴陶瓷产业、繁荣

陶瓷艺术，授予33名作出突出贡献和

具有独特技艺的画家、艺人“景德镇

陶瓷美术家”称号。其中 ，丰城籍陶

瓷艺术家就有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分别为王步、杨秦川、杨海生、黄海

云、曾龙昇、蔡寿生、蔡金台。

分述如下：

王步，字仁元，号竹溪、陶青老

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民国

时期以来著名的陶瓷艺术家。

他 在 父 亲 王 秀 春 影 响 下 从 小 就

喜爱绘画，9岁时拜青花名师许友生

为师，后受聘于制瓷名家吴霭生，从

事仿古瓷制作。他运用水墨画技法和

“铁线描”笔法绘画青花，料分五

色，一气呵成，创造出明清以来青花

艺术新风貌。新中国成立后，他发明

了一种画上去既会流动又会顿住的绘

画色料，使画面色泽鲜润发亮，格外

活泼流畅。他从事陶瓷美术创作六十

多个春秋，所作釉上、釉下、堆雕、

刻花等陶瓷美术作品数以万计。他的

青花瓷绘，以兼工带写笔法绘写人

物、花鸟，笔力雄健，有浑厚苍老之

气。他在技法上采用分水法，从浓到

淡一笔染成，不留笔痕，被业界公认

为 “青花大王”。他的青花瓷艺对后

人影响甚大，为发展青花艺术开辟了

新的道路。

曾龙昇，字龙生，生于l900年，

卒于1964年，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

席、景德镇市美协主席。他以“瓷雕

曾”之誉与天津“泥人张”、佛山

“陶塑刘”并称雕塑三大巨星，被业

界公认为“瓷雕大师”。

他14岁时由叔父带到景德镇学

艺，后拜瓷雕名家游长子为师，以圆

雕见长，兼及镂雕、捏雕，作品精

美、细腻、生动、传神。上世纪30年

代，他创制的《孙中山》大型瓷雕，

在美国巡展，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

质奖章，自此艺名传遍中外。解放

后，他发挥高超技艺，所作《天女散

花》等瓷雕精品，被陈列于人民大会

堂江西厅。他主持创作的瓷雕《大龙

船》，长120厘米，宽30厘米，高56厘

米。船上塑制了150多个中国各民族的

人物形象，人物虽高不过2.3厘米，却

眉目清晰，各显风姿。这件作品也因

此成为了国宝。

蔡寿生，生卒年月不详。他是民

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景德镇瓷

雕名家，与蔡寿元（陶瓷雕塑高手，

绰号“拿得稳” ）是兄弟。著名瓷雕

艺术家蔡金台是他的侄子，也是他的

弟子，著名瓷雕艺术家杨海生也出自

他的门下。 

蔡 寿 生 瓷 雕 技 艺 高 超 ， 手 法 全

面，精通圆、捏、镂和浮雕，在继承

传统技法的同时，敢于大胆创新，所

作瓷雕作品享有盛誉，代表作有涩胎

浮雕《云龙》笔筒。

蔡金台，生于1904 年，卒于1962

年。8 岁进私塾读书，12 岁投师于叔

父蔡寿生、蔡寿元，15 岁转投福建瓷

雕名家游长子门下，故此，作品具有

德化瓷雕的柔美风格。

他 精 通 圆 、 捏 、 镂 、 浮 雕 ， 手

法细腻，以形传神，擅长创作古代人

物瓷雕，塑造的仕女形象温柔典雅、

体态娇美。1950年进入景德镇市建国

瓷厂工作，成功创作出党和国家领导

人塑像和工农兵群雕，参与创作设计

大型瓷雕壁画《井冈山》。1958年他

由轻工业部陶研所调入景德镇陶瓷学

院任教，后任副教授，讲授陶瓷雕

塑，并为来自越南、罗马尼亚、波兰

等国留学生上示范课。他执教不到五

年，却为陶瓷雕塑界培育了一批中坚

力量。他的代表作有《送子观音》、

《和合二仙》、《太白醉酒》等。他

晚年创作的《天女散花》瓷雕被陈列

在人民大会堂。

杨海生，字海昧子，生于1905

年，卒于1969年，童年时即来景德镇

拜蔡寿生为师，学习堆雕技术。

他 对 堆 、 刻 、 镂 、 捏 各 种 雕 塑

技法均能驾轻就熟，青年时代即享誉

景德镇瓷雕界。解放后，他进入轻工

业部陶研所工作。他以捏雕为主，作

品明快、流畅、奔放，风格独特，为

陶瓷捏雕技艺发扬光大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的主要作品有《百花齐放》大

花篮、色釉《月季花》挂盘、《花

果》笔洗、10件头文具等。

杨秦川，字秦生，生于1914年，

卒于1985年，毛主席纪念堂大型花篮

的主要设计者。

他1929年随兄在景德镇学陶瓷雕

塑，受著名瓷雕艺人黄泉生传授，学

做龙船、亭阁等瓷雕，擅长堆、刻、

捏、塑、镂空。解放后，他进入轻工

业部陶研所工作，精心设计了许多镂

空、刻花陶瓷珍品。其镂空技艺功力

扎实，刀法细腻，造型古朴，作品的

形制和技艺在难度上堪称前所未有。

他的主要作品有捏雕镂空大花篮、大

龙船、小龙船、涩胎《六角亭》等。

黄海云，生于1920年，已故。11

岁来景德镇拜师学艺，研习陶瓷美

术，勤学苦练，业有所长。后辗转去

上海遍访名师，专攻陶瓷彩绘。

他 的 瓷 绘 生 涯 长 达 七 十 余 年 。

新中国成立后，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景

德镇日用陶瓷新彩装饰，使用扁笔绘

瓷，技艺精深，笔力老练，独树一

帜，被誉为“新花大王”。 1954年，



他进入轻工业部陶研所研究综合装

饰。1955年兼任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

学校(后改称景德镇陶瓷学院)辅导教

师。其作品构图新颖、气势恢弘、意

境悠远，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他

晚年以艳美洒脱的新彩鱼画为主创，

代表作有《鲤鱼》、《金鱼》等。

上述7名首批“景德镇陶瓷美术

家”，以他们的高超技艺和辉煌业绩

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历史的

记忆。与他们经历相近、同样成果斐

然的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还

有：“镂雕宗师”徐顺元，“珠山小

八友”陆云山，拉坯高手孙洪元，新

彩瓷画名家徐成，瓷雕名家张新喜，

青花名家聂杏生、王声怀、王希怀，

“瓷雕三老” 何水根、曾山东、蔡

敬标，颜色釉研制名师蔡生元、张喜

苟、孙振东、左冬苟，人物瓷画名家

杜浩生，瓷雕名家余细根，薄胎利坯

“一把刀”熊有根。

分述如下：

孙洪元，生于1884年，卒于1963

年。9岁来景德镇学徒，常常彻夜不

眠，挑灯学艺，到16岁时，不仅能拉

出中小件瓷胎，而且有驾驭大件瓷胎

拉坯的造型能力。十年学徒期满，已

成景德镇瓷坛的著名拉坯高手。

学 徒 期 满 ， 略 有 积 蓄 后 ， 他 便

自立门户开设作坊，招牌取名为“孙

荣记”。他勤奋好学，触类旁通，在

制作青花瓷和配制颜色釉方面多有建

树。解放后，在景德镇市建国瓷厂担

任青花和颜色釉工艺技术顾问。

徐顺元，绰号盘古，生于1894

年，卒于1966年。幼年时进私塾读

书，1911年随兄来景德镇拜师学艺，

擅长镂雕、捏雕，以精雕细镂见长，

所作花草虫鱼瓷雕，无不栩栩如生。

首创素胎花筛，令人叹为观止，被业

界奉为“镂雕宗师”。

上世纪30年代初，徐顺元因首次

创作一尺二寸瓷质龙舟而轰动瓷坛。

其工艺之精细，镂艺之高超，堪称前

无古人的珍品，1932年荣获芝加哥国

际博览会金奖。他苦心制作数年的二

尺四寸龙舟瓷雕因窑位移换烧塌，因

此深受刺激而疯癫，逢人便自称是开

天辟地的“盘古”，或进深山，或居

破庙，过着非人的生活。上世纪50年

代初，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派员将徐顺

元从山上找回，并妥善安排、精心治

疗，嗣后被安置在轻工业部陶研所安

度晚年。他神志清醒后，偶作瓷雕小

品流传后世。

陆云山，生于 1901年，卒于1974

年。1910年随兄陆隐山去天津裕丰瓷行

学徒，1918年到上海搪瓷厂画搪瓷，掌

握了扁笔作画技巧。1921年去九江从事

陶瓷绘画，1925年再去上海画瓷，受任

伯年画风影响，技法更为娴熟。1928年

应天津裕丰召请绘瓷，得北派画艺之

道，将南北画艺糅合一体。1932年重

返九江绘瓷，1937年定居景德镇，成为

“珠山小八友”之一。

他于1956年调入景德镇市陶研所

(后更名为轻工业部陶研所)。他所画

松鹤、松鹰、梅，将粉彩与新彩装饰

相结合、圆笔与扁笔及指画技法相结

合，赋予陶瓷新彩装饰新的生命力。

他首创以传统国画画梅技法为基础，

结合新彩瓷绘工艺进行绘画的“梅

桩”画法，并作为样本以手工彩绘方

式进行批量生产，为景德镇陶瓷产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成，字先锦，生于1907年，已

故，曾任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

他在陶瓷美术教学上以艺施教，

为景德镇陶瓷美术界培养出众多人

才。他擅长国画和新彩花鸟、人物瓷

画，以国画没骨花鸟为基础，结合陶

瓷造型的装饰要求进行彩绘，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推广和发展新彩

瓷绘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作品内涵

深邃， 画面清新，用笔细腻，气韵生

动，所绘花鸟瓷画兼工带写，虚实相

生，构图繁而不乱，色彩艳而不俗。

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绣球牡丹》鹿

耳瓶。

聂杏生，生于1909年，卒于1981

年。他7岁开始在景德镇陶瓷作坊当

学徒，从事陶瓷艺术创作长达六十余

年。1959年被聘为景德镇陶瓷学院讲

师。

他 擅 长 青 花 和 粉 彩 绘 画 ， 笔 调

工整细腻，所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所画山水、鸟兽独具特色，尤以青花

瓷绘技艺之精湛而称誉瓷苑。作为景

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青花艺术教学的

首席教师，他精心施教，遍植桃李，

学生分布全国各地和越南、波兰等

国。他画的《八仙过海》、《天女散

花》、《钟馗捉鬼》、《苏武牧羊》

等陶瓷艺术精品，为景德镇市人民瓷

厂创造了可观的外汇。他在离世前主

创绘制的一套香炉在香港竞拍到100多

万港币，香港《大公报》连续刊发专

题报道予以盛赞。

张新喜，生于1912年，卒于1974

年。1925年离乡来景德镇拜镂雕宗师

徐顺元为师，深得徐顺元镂雕技法之

真传。

上世纪30年代初，徐顺元创作

的镂雕龙舟轰动瓷坛，张新喜是参与

制作的唯一助手。嗣后，张新喜在岳

父蔡金台指导下，自立门户，技艺日

精。1958年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

修，代表作有镂雕龙舟、堆雕葫芦

瓶、荷花坛、捏雕花篮、花筛等。

蔡生元，生于1919年，卒于2008

年，颜色釉配制名师。他1939年去湖南

醴陵瓷厂学艺，1958年进入景德镇市建

国瓷厂参与技术开发和色釉研制。

他 在 职 期 间 ， 主 管 全 厂 柴 窑 、

油窑的大小件艺术瓷的泥料、釉料配

制，致力于青天釉、豆青釉、象牙黄

釉、影青釉、仿古青釉、纹片釉、新

老霁蓝釉等单色颜色釉的开发和创

新。“文革”期间的毛主席瓷像章、

瓷座像的泥料、釉料的精制，均由他

一手完成。

张喜苟，生于1921年，卒于2003

年，颜色釉配制名师。

他8岁来景德镇学艺，穷其一生

研究和配制名贵高温颜色釉，兼及陶

瓷雕塑。在景德镇市建国瓷厂工作期

间，一直在工艺技术岗位上。他善于

汲取前辈名师的工艺经验，先后恢复

和配制出三阳开泰、钧红、茶叶末、

窑变花釉、美人醉等名贵高温颜色

釉，把景德镇高温色釉工艺技术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他研制的名贵颜

色釉精品，常被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

国际友人。

孙振东，生于1924年，卒于1997

年。他读了四年书，便辍学随父孙洪

元学艺，主攻琢器利坯，后专攻釉料

配制工艺。解放后进入景德镇市建国

瓷厂，专事高、低温颜色釉研制开

发，任高级技师。

他 对 古 陶 瓷 的 仿 制 开 发 进 行 了

长期研究和深度发掘，研制出古陶瓷

青花釉料、醉红、郎窑红以及各种花

釉。他配制的色釉陶瓷珍品曾获全国

陶瓷行业评比优秀奖，代表作有80头

影青刻花餐具。

何水根，“瓷雕三老”之一，江

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生于1925年，

卒于2010年。

他12岁来景德镇投师瓷雕大师

曾龙昇，得到精心教诲而终生受益。

他的瓷雕作品融传统造型特艺于现代

装饰风格，不仅擅长圆雕，还精于镂

雕、捏雕。他创作的雕塑人物形象形

神兼备，饶有情趣。作为大型组雕

《水浒108将》主要创作者之一，他创

作了5件梁山好汉瓷雕，形象生动，性

格分明。在七十余年艺术生涯中，何

水根追求源于自然、形神兼备、意境

深远的艺术风格，作品塑、彩并重，

做工精致，形神兼备，古雅大方。

1977年，他的作品《站凤送子观音》

被香港客商以15万港元收藏。

曾山东，曾龙昇之子， “瓷雕三

老”之一，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生于1926年，卒于2000年。1961年被

授予“景德镇陶瓷美术家”称号，曾

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盲人

聋哑人协会会员、江西省盲人聋哑人

协会副主席。    

他6岁不慎得病，以致终身聋哑。

8岁正式随父学艺，在父亲悉心指导

和严格要求下，他克服生理缺陷，从

复制开始，苦练基本功，14岁便能独

立创作。1959年，他随父创作的大型

瓷雕《天女散花》，后被陈列于人民

大会堂。1980年他受命重塑《天女散

花》，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既保持

了原作的特点，又有创新，呕心沥血

地完成了《天女散花》大型瓷雕，作

品被重新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江西厅。

1994年，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正式授

予他“陶瓷世家”称号。

蔡敬标，又名蔡木生，“瓷雕三

老”之一，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生于1926

年，卒于1999年。

他1937年来景德镇学艺，师从瓷雕

高手蔡雨生。擅长雕塑历史人物，小到

几厘米，大到70多寸，技艺娴熟，得心

应手。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70寸

《站云三星》瓷雕，造型稳重，构思巧

妙，新颖自然，气势非凡，被香港收藏

家重金收藏。由他创制的《滴水观音》

瓷雕，成为电影《滴水观音》的主道

具，风靡中华大地。

左冬苟，生于1927年，卒于1995

年，高温颜色釉配制名师。他自幼随

父学艺，在颜色釉配制工艺技术领域

勤于探索，成果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轻工业部陶

研所，1970年调至景德镇市建国瓷厂专

事颜色釉配制和开发。由他配制100多

种颜色釉组成的釉面装饰大型瓷板画，

被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由他创制或参与

配制的各类高温颜色釉艺术瓷，多次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专业奖励。

王声怀，生于1929年，卒于1991

年，王步长子。他自幼随父学习青花瓷

绘，兼作釉上瓷画和日用陶瓷装饰。

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绘制的

工笔《丛菊》瓷画，以精致工细、清

新雅逸的绘画特色获得行家好评。其

作品风格清雅、朴实，多次在各级专

业展览展评中获奖。他的民族用瓷专

题设计，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和国

家民委优秀作品奖。在他的主持下，

和同事一道首创 “青花带水贴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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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入轻工业部陶研所研究综合装

饰。1955年兼任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

学校(后改称景德镇陶瓷学院)辅导教

师。其作品构图新颖、气势恢弘、意

境悠远，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他

晚年以艳美洒脱的新彩鱼画为主创，

代表作有《鲤鱼》、《金鱼》等。

上述7名首批“景德镇陶瓷美术

家”，以他们的高超技艺和辉煌业绩

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历史的

记忆。与他们经历相近、同样成果斐

然的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瓷艺术家还

有：“镂雕宗师”徐顺元，“珠山小

八友”陆云山，拉坯高手孙洪元，新

彩瓷画名家徐成，瓷雕名家张新喜，

青花名家聂杏生、王声怀、王希怀，

“瓷雕三老” 何水根、曾山东、蔡

敬标，颜色釉研制名师蔡生元、张喜

苟、孙振东、左冬苟，人物瓷画名家

杜浩生，瓷雕名家余细根，薄胎利坯

“一把刀”熊有根。

分述如下：

孙洪元，生于1884年，卒于1963

年。9岁来景德镇学徒，常常彻夜不

眠，挑灯学艺，到16岁时，不仅能拉

出中小件瓷胎，而且有驾驭大件瓷胎

拉坯的造型能力。十年学徒期满，已

成景德镇瓷坛的著名拉坯高手。

学 徒 期 满 ， 略 有 积 蓄 后 ， 他 便

自立门户开设作坊，招牌取名为“孙

荣记”。他勤奋好学，触类旁通，在

制作青花瓷和配制颜色釉方面多有建

树。解放后，在景德镇市建国瓷厂担

任青花和颜色釉工艺技术顾问。

徐顺元，绰号盘古，生于1894

年，卒于1966年。幼年时进私塾读

书，1911年随兄来景德镇拜师学艺，

擅长镂雕、捏雕，以精雕细镂见长，

所作花草虫鱼瓷雕，无不栩栩如生。

首创素胎花筛，令人叹为观止，被业

界奉为“镂雕宗师”。

上世纪30年代初，徐顺元因首次

创作一尺二寸瓷质龙舟而轰动瓷坛。

其工艺之精细，镂艺之高超，堪称前

无古人的珍品，1932年荣获芝加哥国

际博览会金奖。他苦心制作数年的二

尺四寸龙舟瓷雕因窑位移换烧塌，因

此深受刺激而疯癫，逢人便自称是开

天辟地的“盘古”，或进深山，或居

破庙，过着非人的生活。上世纪50年

代初，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派员将徐顺

元从山上找回，并妥善安排、精心治

疗，嗣后被安置在轻工业部陶研所安

度晚年。他神志清醒后，偶作瓷雕小

品流传后世。

陆云山，生于 1901年，卒于1974

年。1910年随兄陆隐山去天津裕丰瓷行

学徒，1918年到上海搪瓷厂画搪瓷，掌

握了扁笔作画技巧。1921年去九江从事

陶瓷绘画，1925年再去上海画瓷，受任

伯年画风影响，技法更为娴熟。1928年

应天津裕丰召请绘瓷，得北派画艺之

道，将南北画艺糅合一体。1932年重

返九江绘瓷，1937年定居景德镇，成为

“珠山小八友”之一。

他于1956年调入景德镇市陶研所

(后更名为轻工业部陶研所)。他所画

松鹤、松鹰、梅，将粉彩与新彩装饰

相结合、圆笔与扁笔及指画技法相结

合，赋予陶瓷新彩装饰新的生命力。

他首创以传统国画画梅技法为基础，

结合新彩瓷绘工艺进行绘画的“梅

桩”画法，并作为样本以手工彩绘方

式进行批量生产，为景德镇陶瓷产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成，字先锦，生于1907年，已

故，曾任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

他在陶瓷美术教学上以艺施教，

为景德镇陶瓷美术界培养出众多人

才。他擅长国画和新彩花鸟、人物瓷

画，以国画没骨花鸟为基础，结合陶

瓷造型的装饰要求进行彩绘，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推广和发展新彩

瓷绘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作品内涵

深邃， 画面清新，用笔细腻，气韵生

动，所绘花鸟瓷画兼工带写，虚实相

生，构图繁而不乱，色彩艳而不俗。

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绣球牡丹》鹿

耳瓶。

聂杏生，生于1909年，卒于1981

年。他7岁开始在景德镇陶瓷作坊当

学徒，从事陶瓷艺术创作长达六十余

年。1959年被聘为景德镇陶瓷学院讲

师。

他 擅 长 青 花 和 粉 彩 绘 画 ， 笔 调

工整细腻，所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所画山水、鸟兽独具特色，尤以青花

瓷绘技艺之精湛而称誉瓷苑。作为景

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青花艺术教学的

首席教师，他精心施教，遍植桃李，

学生分布全国各地和越南、波兰等

国。他画的《八仙过海》、《天女散

花》、《钟馗捉鬼》、《苏武牧羊》

等陶瓷艺术精品，为景德镇市人民瓷

厂创造了可观的外汇。他在离世前主

创绘制的一套香炉在香港竞拍到100多

万港币，香港《大公报》连续刊发专

题报道予以盛赞。

张新喜，生于1912年，卒于1974

年。1925年离乡来景德镇拜镂雕宗师

徐顺元为师，深得徐顺元镂雕技法之

真传。

上世纪30年代初，徐顺元创作

的镂雕龙舟轰动瓷坛，张新喜是参与

制作的唯一助手。嗣后，张新喜在岳

父蔡金台指导下，自立门户，技艺日

精。1958年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

修，代表作有镂雕龙舟、堆雕葫芦

瓶、荷花坛、捏雕花篮、花筛等。

蔡生元，生于1919年，卒于2008

年，颜色釉配制名师。他1939年去湖南

醴陵瓷厂学艺，1958年进入景德镇市建

国瓷厂参与技术开发和色釉研制。

他 在 职 期 间 ， 主 管 全 厂 柴 窑 、

油窑的大小件艺术瓷的泥料、釉料配

制，致力于青天釉、豆青釉、象牙黄

釉、影青釉、仿古青釉、纹片釉、新

老霁蓝釉等单色颜色釉的开发和创

新。“文革”期间的毛主席瓷像章、

瓷座像的泥料、釉料的精制，均由他

一手完成。

张喜苟，生于1921年，卒于2003

年，颜色釉配制名师。

他8岁来景德镇学艺，穷其一生

研究和配制名贵高温颜色釉，兼及陶

瓷雕塑。在景德镇市建国瓷厂工作期

间，一直在工艺技术岗位上。他善于

汲取前辈名师的工艺经验，先后恢复

和配制出三阳开泰、钧红、茶叶末、

窑变花釉、美人醉等名贵高温颜色

釉，把景德镇高温色釉工艺技术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他研制的名贵颜

色釉精品，常被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

国际友人。

孙振东，生于1924年，卒于1997

年。他读了四年书，便辍学随父孙洪

元学艺，主攻琢器利坯，后专攻釉料

配制工艺。解放后进入景德镇市建国

瓷厂，专事高、低温颜色釉研制开

发，任高级技师。

他 对 古 陶 瓷 的 仿 制 开 发 进 行 了

长期研究和深度发掘，研制出古陶瓷

青花釉料、醉红、郎窑红以及各种花

釉。他配制的色釉陶瓷珍品曾获全国

陶瓷行业评比优秀奖，代表作有80头

影青刻花餐具。

何水根，“瓷雕三老”之一，江

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生于1925年，

卒于2010年。

他12岁来景德镇投师瓷雕大师

曾龙昇，得到精心教诲而终生受益。

他的瓷雕作品融传统造型特艺于现代

装饰风格，不仅擅长圆雕，还精于镂

雕、捏雕。他创作的雕塑人物形象形

神兼备，饶有情趣。作为大型组雕

《水浒108将》主要创作者之一，他创

作了5件梁山好汉瓷雕，形象生动，性

格分明。在七十余年艺术生涯中，何

水根追求源于自然、形神兼备、意境

深远的艺术风格，作品塑、彩并重，

做工精致，形神兼备，古雅大方。

1977年，他的作品《站凤送子观音》

被香港客商以15万港元收藏。

曾山东，曾龙昇之子， “瓷雕三

老”之一，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生于1926年，卒于2000年。1961年被

授予“景德镇陶瓷美术家”称号，曾

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盲人

聋哑人协会会员、江西省盲人聋哑人

协会副主席。    

他6岁不慎得病，以致终身聋哑。

8岁正式随父学艺，在父亲悉心指导

和严格要求下，他克服生理缺陷，从

复制开始，苦练基本功，14岁便能独

立创作。1959年，他随父创作的大型

瓷雕《天女散花》，后被陈列于人民

大会堂。1980年他受命重塑《天女散

花》，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既保持

了原作的特点，又有创新，呕心沥血

地完成了《天女散花》大型瓷雕，作

品被重新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江西厅。

1994年，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正式授

予他“陶瓷世家”称号。

蔡敬标，又名蔡木生，“瓷雕三

老”之一，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生于1926

年，卒于1999年。

他1937年来景德镇学艺，师从瓷雕

高手蔡雨生。擅长雕塑历史人物，小到

几厘米，大到70多寸，技艺娴熟，得心

应手。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70寸

《站云三星》瓷雕，造型稳重，构思巧

妙，新颖自然，气势非凡，被香港收藏

家重金收藏。由他创制的《滴水观音》

瓷雕，成为电影《滴水观音》的主道

具，风靡中华大地。

左冬苟，生于1927年，卒于1995

年，高温颜色釉配制名师。他自幼随

父学艺，在颜色釉配制工艺技术领域

勤于探索，成果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轻工业部陶

研所，1970年调至景德镇市建国瓷厂专

事颜色釉配制和开发。由他配制100多

种颜色釉组成的釉面装饰大型瓷板画，

被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由他创制或参与

配制的各类高温颜色釉艺术瓷，多次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专业奖励。

王声怀，生于1929年，卒于1991

年，王步长子。他自幼随父学习青花瓷

绘，兼作釉上瓷画和日用陶瓷装饰。

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绘制的

工笔《丛菊》瓷画，以精致工细、清

新雅逸的绘画特色获得行家好评。其

作品风格清雅、朴实，多次在各级专

业展览展评中获奖。他的民族用瓷专

题设计，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和国

家民委优秀作品奖。在他的主持下，

和同事一道首创 “青花带水贴花”工



1

景
德
镇
丰
城
籍
陶
瓷
艺
术
家
作
品
选

JIN
G
D
EZ

H
EN

 FEN
G
C
H
EN

G
JI T

A
O
C
I Y

IS
H
U
JIA

 Z
U
O
PIN

X
U
A
N

图 

版

艺，为景德镇青花瓷从单件绘制到批

量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代表作

有《满架蔬果》瓷瓶等。

杜 浩 生 ， 别 名 剑 城 老 翁 ， 生 于

1931年，卒于2008年。他自幼随父杜

晓楼（景德镇瓷画名师）学艺，后应

陆云山之邀，全家迁往景德镇。解放

后，先后从业于景德镇市建国瓷厂、

艺术瓷厂、古窑瓷厂。

他擅长运用工笔粉彩绘画古代人

物，亦精通诗词、绘画、书法，绘瓷作

画，讲究诗情画意，字韵印趣，作品

集情境、神韵、笔力、刀功于一体。他

笔下的艺术形象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

史典故，善绘形写神，工笔状描，着意

反映生活真实，注重发掘人物的内在精

神气质。他的代表作有《长安水边多丽

人》、《琴声悠悠》等。

王希怀，生于1932年，卒于1982

年，王步次子。

他秉承家学，博采众长，力求创

新，以青花花鸟瓷绘为主项，兼及釉上

彩绘和日用陶瓷装饰设计。他的釉上

绘画赋色明丽悦目，笔致细腻灵动，极

富装饰效果。青花瓷绘分水温润典雅、

清新别致、气韵生动，既具鲜明的家传

画风，又具强烈的时代气息，以技艺

精到、艺趣广泛而备受赞誉。他创作

设计的《双梨花》等画面，装饰于国家

用瓷。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试制釉下五

彩获得成功，并在景德镇市红旗瓷厂批

量生产。他的代表作有影青刻花釉下彩

《芙蓉》瓷瓶等。

余细根，艺名细雕，生于1934

年，已故，瓷雕名家。11岁来景德镇

学艺，1944年拜师于瓷雕大师曾龙昇

门下，得其真传。    

他1954年参与组建景德镇市雕塑

瓷厂，为该厂创始人之一。“文革”

期间，与师兄曾山东联手创作巨型毛

主席塑像，深得同行赞许。改革开放

以后，与曾山东再度合作创作了一系

列瓷雕精品，提升了景德镇传统瓷雕

的艺术品位和工艺价值，其作品畅销

海内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代

表作有38寸《千手观音》、42寸《三

宝佛》和48寸《恭喜三星》瓷雕等。

熊有根，生于1936年，卒于2005

年。他8岁跟随景德镇利坯高手王喜魁

学艺，练就了过硬的手上功夫。尤其

擅长利制薄胎瓷，作品薄如蝉翼、轻

如浮云，堪称鬼斧神工，匠心独运。

他于1980年赴日本参加“大中国

展”，现场表演利坯绝技，所利小酒

杯映日见指影，弹指而闻声，吹拂而

旋转，赢得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1982年制作28厘米八角荷叶薄胎碗，

取碧荷嫩叶之姿，状碧碗翠盖之貌，

瓷质晶莹如玉，器型铮骨如生。在由

名家绘制《渊明爱菊》画面后，成为

一件器与画双绝、艺与道臻妙的精

品，在全国同行业产品评比中获一等

奖。其艺术传略收录于1985年出版的

《景德镇陶瓷艺术名人录》。

综上所述，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

瓷艺术家，各自以精湛的瓷艺、精美

的画风和精巧的工艺，在继承中有创

新，在创新中求突破。他们创作成果

丰硕，画艺特技超群，靠的是勤奋和

勤勉，靠的是坚持和坚韧。他们，留

下的不仅仅是精美绝伦的瓷艺珍品，

还有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逝者已去，风范永存。

谨以此文缅怀前贤，激励后人。 

本文在编写中，采纳和借鉴了其

他书刊和图册的资料，在此对作者、

编者敬表谢意。如有疏漏失误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2013年7月6日

（编写者为景德镇日报社政教部

主任、主任编辑，《景德镇陶瓷美术百

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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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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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质。他的代表作有《长安水边多丽

人》、《琴声悠悠》等。

王希怀，生于1932年，卒于1982

年，王步次子。

他秉承家学，博采众长，力求创

新，以青花花鸟瓷绘为主项，兼及釉上

彩绘和日用陶瓷装饰设计。他的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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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装饰效果。青花瓷绘分水温润典雅、

清新别致、气韵生动，既具鲜明的家传

画风，又具强烈的时代气息，以技艺

精到、艺趣广泛而备受赞誉。他创作

设计的《双梨花》等画面，装饰于国家

用瓷。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试制釉下五

彩获得成功，并在景德镇市红旗瓷厂批

量生产。他的代表作有影青刻花釉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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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细根，艺名细雕，生于1934

年，已故，瓷雕名家。11岁来景德镇

学艺，1944年拜师于瓷雕大师曾龙昇

门下，得其真传。    

他1954年参与组建景德镇市雕塑

瓷厂，为该厂创始人之一。“文革”

期间，与师兄曾山东联手创作巨型毛

主席塑像，深得同行赞许。改革开放

以后，与曾山东再度合作创作了一系

列瓷雕精品，提升了景德镇传统瓷雕

的艺术品位和工艺价值，其作品畅销

海内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代

表作有38寸《千手观音》、42寸《三

宝佛》和48寸《恭喜三星》瓷雕等。

熊有根，生于1936年，卒于2005

年。他8岁跟随景德镇利坯高手王喜魁

学艺，练就了过硬的手上功夫。尤其

擅长利制薄胎瓷，作品薄如蝉翼、轻

如浮云，堪称鬼斧神工，匠心独运。

他于1980年赴日本参加“大中国

展”，现场表演利坯绝技，所利小酒

杯映日见指影，弹指而闻声，吹拂而

旋转，赢得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1982年制作28厘米八角荷叶薄胎碗，

取碧荷嫩叶之姿，状碧碗翠盖之貌，

瓷质晶莹如玉，器型铮骨如生。在由

名家绘制《渊明爱菊》画面后，成为

一件器与画双绝、艺与道臻妙的精

品，在全国同行业产品评比中获一等

奖。其艺术传略收录于1985年出版的

《景德镇陶瓷艺术名人录》。

综上所述，已故景德镇丰城籍陶

瓷艺术家，各自以精湛的瓷艺、精美

的画风和精巧的工艺，在继承中有创

新，在创新中求突破。他们创作成果

丰硕，画艺特技超群，靠的是勤奋和

勤勉，靠的是坚持和坚韧。他们，留

下的不仅仅是精美绝伦的瓷艺珍品，

还有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逝者已去，风范永存。

谨以此文缅怀前贤，激励后人。 

本文在编写中，采纳和借鉴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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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义平 

 祖籍江西丰城，1935年6月出生于景德镇。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任景德镇市艺术

瓷厂美研所副所长。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

      他从事陶瓷美术装饰设计六十余年，擅长粉彩仕女瓷画，兼及墨彩人物和花鸟瓷画。所

作仕女瓷画，画风严谨细腻，神态娴静高雅，构图精巧，线条洒脱。所作花鸟瓷画，布局简

洁，设色清雅，甜润华滋。1978年，所作粉彩人物双耳瓶被外交部选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礼品

瓷。1987年，主持绘制《洛神赋》大型陶瓷壁画，同年应邀赴香港进行技艺交流。粉彩、墨

彩瓷画作品先后获国际级、省市级专业奖励数十项，其中，粉彩《十二花神》200件莲子瓶于

1990年获首届中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参与设计绘制的“福寿牌”陈设瓷于1991年获中国国

货精品博览会金奖，粉彩《西厢记》瓷板画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粉彩《玉兔献瑞》瓷盘　　作者　任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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