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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源头，波接万顷，水龙潜跃，凤鸟萦徊，岸花攒簇，竹
木深深，此处有桂柱琼轩，阆苑仙山。晨曦初微，但见鹤发童
颜者，行太极于此，刚柔兼济，似得神助；满目夕晖，却听京胡
弦音，其韵渺渺，有板有眼，声遏行云。此翁吕君尧臣先生，
乃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陶都宜兴，人文荟萃，名匠辈
出，古之供春，近之景舟，今之尧臣，代代相因，承旧开新。尧
臣五色，绞泥为媒，意象浑融，奇境妙生，玉质灿灿，紫气盈
盈。自创家法，立派开宗而名动艺坛。吕翁型制崇简，工造
尚朴，得方圆神韵而标典范。尧臣君非止步自画，而独辟审
美新境，穷源溯本，美人之美，探人体之奥妙，究形态之流韵，
遥想贵妃出浴，芙蓉照水，兴之所至，妙手捏造壶中天地，水润
玉滑，正暗合乐天诗意。吾歌之，颂之，其神出古异。吾仰之，
敬之，其法其技非囿于壶艺。由器入道，由古入新，曲高而和
众，故尧臣之造化当以弘扬吾中华之文化为宗矣！

壬辰之春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常沙娜（中国艺术研究院工

艺美术研究所名誉所长）：我对陶

瓷是外行，今天要谈的是吕尧臣

大师的成就。我对工艺不太懂，

就懂造型、色彩，我觉得他的作品

非常好，特点是将不同材质、不同

造型上，包括生活体会的真善美

都能融入到创作中，在工艺上还

创新了绞泥，体现了他因材施艺

的能力。看到他的作品，我很高

兴我们中华民族的工艺美术能代

代相传。

陈若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我和吕先生是 1975 年就认

识 的 老 朋 友 了 。 我 一 直 很 佩 服

他，非常敬仰他的技艺，他的艺术

一直给我很多很多启发。这一点

是由衷的，不是客气话。他一生

潜心紫砂事业，既是很好的继承

人，又是创造者。举一个例子，绞

泥在历史上就有了，但是在紫砂

上吕尧臣是首先使用的，像“玉玺

壶”“沙漠之舟”等，都是非常感人

的作品，让人身临其境，我觉得非

常好。

我们的紫砂之所以能在世上

流传，和其文化底蕴有很深的关

系 。 吕 先 生 深 深 地 认 识 到 这 一

点。在传统上，我们总说中国是

“方圆结合”，吕先生把这一点很

好 地 继 承 下 来 。 他 的“ 玉 玺 壶”

上的那个钮做得非常好、非常到

家，而 且 色 彩 是 完 整 的 红 色，既

有非常精致的雕刻，又有非常有

力的线条，还有很自由的绞泥的

运 动 。 这 个 绞 泥 应 该 是 他 对 家

乡 热 爱 的 体 现 。 江 南 宜 兴 很 多

地 方 都 是 水，有 大 片 的 水，有 小

河，这些东西对吕先生有很自然

的 影 响 。 这 从 他 的 作 品 中 也 能

够反映出来，我们应该学习这一

点。现在很多人很浮躁，世俗的

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太大，而吕先

生 却 能 静 下 心 来 潜 心 钻 研 传 统

的文学艺术，并将对家乡的热爱

体 现 在 作 品 中，既 有 传 承，又 有

创新，这非常好！同时他对材料

的运用也很精彩，他的绞泥又聚

又 散，非 常 含 蓄，这 一 点 值 得 大

家 去 研 究、去 探 讨，年 轻 人 要 学

习他的精神和成就，而不是只学

作品。

张守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吕尧臣老师是新中国解放

后七位老艺人承先启后带出来的

第一代，他们这几十年走的路是

新中国紫砂文化建造发展之路，

他们也是见证人。现在宜兴三四

万人在做紫砂的生产，我们作为

大师级的领衔人如何在这样的盛

世中把我们的紫砂往前推是非常

重要的。吕尧臣在商品经济大潮

中能够沉下心来深入生活，所以

他现在创造的这些绞泥作品比他

原来的作品更上一层楼。我觉得

尧臣的紫砂既是时代的、传统的，

又是个性的、本土的，完全符合新

中国紫砂传承人的地位。

马达（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

理 事 长）：在 宜 兴 紫 砂 发 展 轨 迹

上，我们有好多出类拔萃的领军

人物。什么样的人是宜兴紫砂发

展轨迹上的领军人物呢？我觉得

就是在传承和创新上有自己独到

的东西，而且这些独到的东西也

能带动和引领整个紫砂文化圈，

这才称得上领军人物。比如陈鸣

远，他从自然万物中寻找灵感，把

自然万物最美的东西融会贯通，

并成为自己的创作素材，特别是

把中国文人画、印章都融入到壶

里去，他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我

觉得吕尧臣在两大方面也是领军

人物，一是他将“人体美”融入到壶

艺里；二是绞泥，绞泥是把传统五色

土的颜色由不自然到自然地融入到

壶里，我觉得这个也是领先的，应该

看到吕尧臣在这些方面的建树。

一个人要成为大家应具备三

种基本素养，一是要有天赋，第二

要勤奋，第三要有热情。吕尧臣

生长在宜兴，从小就耳濡目染，有

这 方 面 的 天 赋；同 时 他 很 勤 奋。

有一次在西湖博览会上，人家中

午都在休息，而吕尧臣却是在画

鱼，画 他 看 了 西 湖 以 后 的 感 受。

现在吕尧臣虽然 70 岁高龄了，但

他的创造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热

情，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作为宜

兴紫砂的领军人物，希望吕尧臣给

江苏的工艺美术发展，给紫砂工艺

美术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吕

先生几十年来的创作到现在已经

到了化境。现在有的紫砂壶为了

引人注意，把它做得很怪、很狠，

似乎这样才能看出作者的“创造

性”。而吕尧臣却守正创新，他有

些东西很简单，似乎清清淡淡的，

就像他的为人很淡然、很随缘一

样，我每次看到吕尧臣都感觉欣

欣然，这种清淡的境界正好和中

国茶的境界是一样的。我觉得吕

尧臣的壶渐近自然，而他的人生

境界也和壶的境界浑然一体，达

到了逸品。

紫砂壶是一个器物，这个器

物是用具。吕尧臣将器和道结合

得非常好。什么是道呢？就是中

国人的自然之道，即中国人对万

物 的 看 法 。 吕 尧 臣 深 谙 自 然 之

道，每一个器都是随物化形，我觉

得 他 通 过 器 找 到 了 自 己 内 心 的

道，找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道。

张夫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吕先生在工艺美术的研究

和探索方面能够坚持传统，能够

保持我们中华文明的气质，我觉

得他确实在追求一些新的东西，

也在变化，但是做到了“万变不离

其宗”，或“风筝高飞不断线”这样

一种境界，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

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学生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从他的作品来看，绞泥的手

法可谓别开生面，大大丰富了紫

砂的装饰语言，而且赋予了一种

诗 情 画 意 的 韵 味 。 比 如 像“ 天

际”那 样 的 作 品，虽 然 它 是 一 个

器，但 可 以 看 出 大 自 然 的 状 态，

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法，也可以感

觉 到 中 国 文 化 的 那 种 气 息 。 此

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创新，包括过

去很少有人涉及的“人体”，这样

一种破例或胆识，像吕先生这样

年纪的人能够如此开拓，实在难

能可贵。

我感觉到吕先生的创作赋予

了古老的紫砂器一种崭新的艺术

生命，或者说中国文化精神的一

种体现。虽然他仅仅是泥做成的

器，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上面

所承载的数千年的文化内涵。

李正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湖南教育出版社于 1998 年

出版了我的《中国陶瓷艺术图典》

一书，其中最后一个部分是精艺

陶艺，里面收集的唯一的紫砂图

典就是吕尧臣先生的“天际壶”，表

达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和“天人合

一”之意，体现了吕尧臣先生的综

合实力及综合素养，这不是一般人

能达到的。吕尧臣从各个方面、各

个环节都严格要求自己，他有一个

追求的目标，有一个准星，不会迷

失方向，这一点是同行的楷模。

尹汉胤（著名作家）：大家都

知道紫砂是方寸之地，是创造余

地很小的工艺，而恰恰宜兴人能

够用最简单的泥巴，用妙手创造

出一个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

集中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精髓。我

想这是宜兴这块土地的结果，更

是吸纳了各种门类艺术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

天最绝的绝活是在八仙桌底下打

一套猴拳，而吕尧臣先生也正是

这样，他导演出大艺术、大境界，

用他的艺术语言——不是按照前

人的方式完全照搬，经过思考体

现在紫砂上。

能够走向世界的中国艺术必

定是浓缩了本土文化的艺术。吕

先生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更多

地 是 有 文 化 的 准 备 和 文 化 的 积

淀。紫砂走到今天如果只强调工

艺性而不强调文化性，不可能走

远，也不可能出新。紫砂要走向

世界，就一定要把中国的文学元

素、艺术元素融合起来。

毛正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吕尧臣先生的紫砂壶非常丰富，

他将几十年来的变化和经验都融

入其中，这对我们搞青瓷艺术也

是一种启发。吕先生是我们的榜

样和标兵，我回去后一定要把今

天研讨会的内容讲给我们龙泉的

同行，让大家把龙泉青瓷像宜兴

紫砂一样传承发展。

黄钟（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绞泥本来是一个工艺的东西，但

是能够用得这么好，这是吕尧臣

先生的杰出贡献。一些年轻陶艺

家也掌握了绞泥技术，但是他们

做出来的壶总缺点什么。缺少什

么呢？我觉得是一种造境和一种

移情。如果你在美学上达不到造

境和移情，那你就只能是一个工

匠。他的“沙漠之舟”最主要的元

素是静和净，我一看到这个作品

就想到了王维的“大漠孤烟直”。

要想对艺术有所追求和创新，作

者必须要甘于寂寞，如果你不甘

于寂寞，不能远离名利，你就做不

出杰出的作品来。

看了吕先生的作品，我觉得

新的“文人壶时代”开始了，这个

新的“文人壶时代”主要是通过造

型，把造境、移情综合起来达到一

个新的高度。吕先生之所以能够

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在

于他的紫砂壶造型非常丰富。朱

熹有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吕尧臣的创作既

有源头又有活水，所以他的作品

充满了天光淋漓。

李春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吕 尧 臣 先 生 的 作 品 让 我 非 常 震

撼。如一位老师说的：既是传统

的，又是非常现代的，而且是非常

中 国 的 ，我 觉 得 这 一 点 非 常 重

要。我们要学习吕先生，使我们

的作品也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既

要传统又要创新，而且一定要是

中国文化的。

山谷（著名作家）：我以前出

过一本《风雅紫砂》，我选了 40 把

壶，吕尧臣老师的作品我就选了 8

把。他的作品除了工艺美、材质

美外，美学意识也很高。作为民

间艺术家，吕老师身上充分体现

了民俗的智慧和艺术价值，他的

作品每件都能给人以美的联想。

他的那把“蝶双飞壶”造型极好，

中间有一道腰线，两只蝴蝶一上

一下表现缠绵的爱情，真是让人

吟咏再三。

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研究所研究员）：面对吕尧臣先

生的作品，我有一些体会，用三个

词归纳：从容，自信，自美。

“从容”反映了吕尧臣先生的

创作心态。这个心态很重要，因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我们的艺术家

心潮澎湃，我们很多人不够从容，

不够宁静，这样火爆的、热烈的、绚

烂的浮躁气息，实际上很影响工艺

美术的质量和精神。很多人都谈

了文人精神，我觉得文人就是很文

静的、很从容的精神，在他的作品

上我强烈感受到了这种精神。我

觉得应该通过这样一种从容心态

的感染力，使得我们工艺美术创造

能够沉静下来，这是吕先生给我们

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第二是“自信”。100 年来，我

们一直处在不自信的状态下，对

我 们 的 工 艺 文 化 和 传 统 缺 乏 自

信，觉得这些东西很落后很保守，

我们应该追求西方的文化，这是

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还有一种

自我的不自信，因为受现代西方

美学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工艺美

术家自己看不起自己，这种心态

影响了工艺美术创作的状态和工

艺美术的艺术水准。在吕先生的

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自信，

看到对传统紫砂壶形式的基本保

持 ，还 能 看 到 个 人 的 创 作 和 创

新。自信的创造力，是在深厚传

统 上 自 然 流 露 出 来 和 生 长 出 来

的，必须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础。

吕尧臣先生的作品堪称一个

时代审美的标杆，我们可以很自豪

地说我们今天的创造堪比清代、明

代的很多大师。这种创造是在强

烈的高度自信的基础上产生的，这

就是自美。现在很多“创新”其实

是对工艺美术的规律不了解，对工

艺美术自身在美学上的讲究不了

解。今天我在这儿欣赏到吕先生

的壶艺，真是感受到一种久违的

美。吕尧臣的壶艺之所以给我这

样一种自美，我想这是一种人格的

充分呈现。这种“自美”，工艺美

术界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发扬。

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我从吕尧臣先生的作品中完全看

不出他是70多岁的老人，他的作品

特别清新，好多属于自然生活中有

情趣的东西，他都能悉心观察，巧

妙地表现出来。吕先生永远保持

创作的激情，值得我们学习。

将 真 善 美 融 入 壶 中 天 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吕尧臣紫砂艺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工造尚朴 五色浑融
———感怀吕尧臣先生艺术—感怀吕尧臣先生艺术

吴为山

4 月 10 日，一场紫
砂壶艺的盛宴在北京拉
开帷幕。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主办的《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全集·吕尧臣
卷》首发式暨吕尧臣紫
砂精品展在北京贵宾楼
饭店隆重举行。与此同
时，吕尧臣紫砂艺术研
讨会如期召开，来自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等文化艺
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工
艺美术大师 30 余人聚
集一堂，就吕派壶艺的
美学风格与艺术贡献进
行了学术研讨。现摘录
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出席嘉宾为吕尧臣紫砂精品展剪彩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与吕尧臣共同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吕尧臣卷》揭幕

吕尧臣陪同嘉宾观看展览

吕尧臣作品《听雨》 吕尧臣作品《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