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7日，法国领导人马克龙到访广州，在松园中法两国举行非正式会晤，并体验了正宗的中式茶道。汝窑青

瓷与金毛豪茶搭配，出现在了此次会晤中，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茶与器，见证了这重要的时刻。

这件温润如玉的汝瓷天青釉茶杯，引起了青瓷界各位专业人士的极大关注，更燃爆了汝瓷原产地汝州人的

兴奋点：这件汝瓷作品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又是如何走进两国元首广州非正式会晤，而进入公众视线的？

4月 16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了这件汝瓷天青釉茶杯的设计师，从汝州走出去的青年设计师李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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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画家村宋庄，青年设计师李可明开

启了新生态汝瓷研发的追求之路。

他精心打造的“汝山明”品牌以宋代艺术美

学为范本，一面深耕传统汝瓷烧制工艺，一面探

索汝瓷的当代创新，致力于打造属于当代的中式

美学典范

当他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设计，创造出一批

符合现代生活的汝瓷作品时，李可明所坚持的平

价策略就不免令其他从业者咋舌，家里的长辈更

是觉得他做的那些设计，根本就是在打破老祖宗

留下来的宝物。顶着骂名与反对，李可明并不知

道最终等待他的是什么，而如何能在创新的情况

下又能不打破传统，李可明不断完善设计、研究

配方的改良、尝试不同的烧制温度，尝试用烧制

的汝瓷装酒，使汝瓷产品融入生活。因此诞生了

他的第一套汝瓷作品———“汝醉”。

汝瓷的密度低，酒精会挥发渗透，他就按照

原有的配方基础，加入了很多高白泥，与香灰胎

按照新的比例调试，实现了瓷质酒器产品的开

创。这是他设计推动汝瓷技艺改良的一次重要尝

试。他的“汝醉”系列产品实现了与仰韶酒、赖茅

酒等厂家的深度融合发展。在第六届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上，“汝醉”产品入选中国传统工艺设

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

“汝醉”在市场上的一片赞誉，让精于设计和

市场把握的他，在汝瓷器型设计上速度加快。“汝

瓷＋”系列产品，“汝瓷＋糕点”组合的“汝果”，

“汝瓷＋黄酒＋大闸蟹”的“蟹蟹汝”中秋大礼包，

快速推出，惊艳圈中人。

很潮的汝瓷新生代作品，让青年消费群体和

业内人士也渐渐认识了越来越响亮的“汝山明”

品牌。

如今，茶器、花器、饰品为引领的汝瓷系列作

品，成为李可明的得意之作，也成为青年消费群

体青睐的“宠儿”。

目前，“汝山明”形成了设计研发、生产加工、

营销推广等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闭环，建立了生

活类器物、高端手作、文创订制互为支撑的三大

产品体系。其产品曾多次被用于外交外事活动并

被各国参事和政要所收藏。李可明因此而获得全

国各类大赛 20余项大奖。
“这一次中法两国元首广州非正式会晤，我

是 10天前接到工作人员通知，让我准备自己的
一系列汝瓷产品备用，当时并不知道具体的用

途，直到会晤前两天，我才得知，自己的产品很可

能被选用，一直到当天才看到新闻，才知道自己

的产品被选中了”，李可明回忆说。

如今，他的这件产品的订单在飞涨。

“不管怎样发展，传统的汝瓷烧制技艺永远

是汝瓷研发的根，我的全部思路都是围绕宋代美

学源源不断研发设计，以市场需求倒推研发设

计，围绕当下青年消费群体的衣食住行，研发让

年轻消费群体愿意买、买得起的汝瓷产品。”

“从 2017年起，我和我的研发团队制定了三
个‘五年计划’，从 2017年到 2021年，解决后端
生产体系和工艺，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五

年计划’，从 2022年到 2026年，解决研发、设计
开发、品牌搭建等核心目标，目前我们在北京有

一个以 8人核心研发为依托，联合清华美院等高
校的大研发团队；第三个‘五年计划’，准备在汝

州与高等院校合作培养汝瓷研发设计人才，改变

传统的师父教徒弟的传统培养模式，让汝瓷产业

真正能够可持续发展、做大做强。”李可

明的话语，自信而坚定。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窗外春雨霏霏，室内墨香氤氲。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梅兰竹菊

等各类字画，每幅画作的前面，都摆放着一件与画作内容相同的汝

瓷作品。灯光投下一片柔白，宽大的案桌上摊开着一幅尚未完工的

佛像图，一位身穿深蓝色唐装的中年男子，正低头专心运笔，汝瓷镇

纸宛如一个青色的精灵，静静陪伴着他。

这样的时刻，对于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淡广

杰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从 2010年创设自己的天彩汝窑起，13
年来，这样的时光，他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如此的工作，也是他的最

爱。

然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经历了 13载泥与火
的淬炼，由他创立的“天彩”“新景”汝瓷，已成为远近知名的汝窑品

牌，而他“一瓷一画”的汝窑艺术风格也成为他独特的人生标签。

人身的第一粒扣子是最珍贵的。对于淡广杰来说，他的第一粒

扣子就是画画。“我小时候就喜欢写写画画，后来在河南大学艺术系

读美术教育专业。2004年底应聘到新嘉诚汝瓷公司设计室工作，从
事陶瓷的图案设计，从此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具有美术功底的淡广杰，头脑灵活，充满创新的青春气息，把美

术和陶瓷的融合运用得日渐完美。6年多的时间里，由他主导设计
的大井陶艺《孙子兵法》系列、《江南水乡》系列、《少数民族》系列作

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一边设计图案，在素坯上刻画，一边再把图案以美术作品的形

式表达出来，汝瓷实物器型与相同内容的画作，交相辉映，相得益

彰。6年的淬炼，也造就了淡广杰“一瓷一画”的艺术风格。
2010年，27岁的淡广杰决定创设自己的汝瓷品牌，他始终没有

忘记心中的那个梦想。

他的青春之城，正在他的双手中一笔一画描绘着。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别具一格，淡广杰决心改进汝瓷的泥料、

釉料配比，可这就遇到了大麻烦，“刚开始调的釉料浓度有点稠，烧

出来的汝瓷不是颜色发黑，就是器物上有黑点，光这釉料的浓度我

就调了几百次。”

为了攻破这一技术难题，喜欢钻研的他常常在车间里、窑炉旁

一坐就是大半夜，苦思冥想，想过之后，动手调试；精心配比，选出不

同配比的样品，放在窑炉里试烧，不知不觉，三四天就过去了。接着

又进入下一轮的试验……

当泥料、釉料的技术难题攻破后，终于“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

颜色作将来”，他终于烧制成功了。

此时的汝瓷，在淡广杰的眼里，就像一帧素雅的国画，描绘了北

宋的儒雅与内敛，又似一首瘦金体的宋词，焕发着天青色的灵光。

这让他更坚定了当初的选择，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用美术

的视野设计汝瓷器型和图案，让自己的汝瓷走出一条特色的艺术道路。

艺术的构思终于喷薄而出，而照亮了一方天空。把书画作品的写意手法融入

汝瓷的器型和雕刻图案。他设计的汝瓷主人杯，无论是“瑞气呈祥”，抑或“和光同

尘”，还是“大道圆融”，杯壁用刻刀，只寥寥数刀，兰草的清雅，却如画一样传神；

他设计的梅瓶，在瓶体的肩部位置，有约 10厘米高的环状部分，是素坯的颜色，
梅花黑色的虬枝和艳丽的梅花，让人眼前一亮。

“梅花是在素坯阶段我用笔加上特殊技术处理过的颜料，一点一点画上去，

一件素坯要花费我三四个小时的创作，别看这妩媚的花朵，我也是烧了很多次才

成功的，因为汝瓷在窑变过程中，梅花的颜色稍有纰漏，烧出来的花朵颜色就不

会那么艳丽，现在这个技术我是独有的”，淡广杰品了一口红茶，话语里透着一股

自信。

这样纯手工的刻花和绘画汝瓷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绝版”汝瓷，因为即便

是同样的题材，对于淡广杰来说，每一件作品的刻画或者绘画，都有细微的差别。

正是这样独特的艺术构思，他的梅花绘画版的汝瓷梅瓶和两件套的道玄杯，如今

经常是素坯时就被订购一空。

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河南省陶瓷行

业技术能手，汝州技师学院特聘讲师，作品《乾坤洗》《有所思》《玉壶春》等多次获

得国家级奖项……这些荣誉，对于淡广杰来说，就是汝瓷杯里的一口茗茶唯留余

香。坐在展厅里的他，目光所及，眼前的汝州市区双拥路，通衢大道上车水马龙，

繁华倏来又倏去。

他的天彩汝窑展厅，一楼摆放着他的得意之作，玉壶春瓶，梅瓶，竹节瓶，三

才盖碗，各种汝瓷雕塑作品；二楼的展厅，汝瓷雕塑与他创作的相同内容的国画，

默默散发出浓浓的艺术气息。汝瓷清净无为、天人合一的艺术特质，在这里得到

了完美诠释。

“未来的三至五年内，在汝瓷小镇打造一个集生产、体验、研学为一体的汝瓷

新天地；我想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成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这个梦想很美，让我充满了动力。”淡广杰微微一笑，眼神里充满了

力量。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李可明：“偶然”的研发，让汝瓷天青釉茶杯亮相广州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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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家人研发汝瓷，但

直到大学毕业，我对汝瓷仍然处于不在意的状

态”，今年 36岁的李可明笑着说。
像汝州大多数人一样，童年时期的李可明并

不理解做瓷有什么好，这无非就是个技术工种，

与一般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的汝州，

瓷器还没有和文化接续起七百余年的悠久联结，

做瓷的人，不是在做那一片雨过天青色，而是在

做个养活家人的生计。李可明更是觉得那一个个

如玉一般的器物、一支支完美开片的杯盏，不过

是家人“手到擒来”再正常不过的日常手工，没什

么新鲜。

于是大学，李可明考到了武汉，学设计；又来

到北京，做设计。离家很远，离那泥土、那熟悉的

窑也远，更听不见了那叮叮当当的汝瓷烧制之

声，没有魂牵梦萦，只有不时传来的讯息灌入耳

朵：2008年奥运会，韩美林带队来到汝州地方窑

口，做了一批国礼；2010年世博会，众多外事接
待，都选择了汝瓷作为外宾赠礼……而李可明依

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刚刚毕业一年的他，眼中

是更大的世界，而那小小窑口的一呼一吸，又怎

能吸引一个正在打开人生大门的年轻人呢？

直到有一天，工作单位的领导看见了李可明

桌子上用着的茶壶惊喜地问：“这是哪里来的？”

“哦，我做的。”李可明随声应和。但就是领导的这

一眼，改变了他后来的职业道路。他想不通怎么

会有人如此关注这个“小件儿”，甚至为此专程带

上七八个朋友，跟他一起回了趟儿老家，又在两

天时间内买了很多作品。回来的路上，领导对他

说：“你这么好的手艺，干现在的工作才是不务正

业。”

单位领导“大惊小怪“的举动，让他第一次内

心有所触动：原来自己司空见惯的汝瓷，竟然在

外人眼里视若珍宝。

彼时的他很想知道，老家一位又一位传承

人，传承的到底是什么。于是李可明只身来到清

华大学，一门心思研究陶瓷，等到一年过去系统

地学完课程之后，他才终于知道了自己所掌握这

门手艺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如玉似的纯净，

是汝瓷；做人般的含蓄低调，也是汝瓷。而也就是

那个时候，他才在心里暗下决定：别浪费了自己

手上的传承。

想清楚了自己要干什么的李可明，全面学习

了汝瓷烧制技艺的 18道工序。
在系统掌握了汝瓷烧制技艺之后，作为新生代

的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李可

明心里有了更明确的定位。如何让汝瓷不再是只有

少数人能够买得起的艺术收藏品，“只有‘用’字当

先，想办法让大家使用，考虑如何让年轻人使用，只

要有‘用’的环节，这个东西才能活下来”，李可明至

今对自己当初的发展定位，秉持不移。

他的目光聚焦青年消费群体

转型汝瓷研发，似乎“纯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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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素胚上刻画的淡广杰

姚军杰 摄

邵艳涛 摄

韩晓东 摄

邵艳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