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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是中国陶瓷的

重要产区。佛山陶塑艺术“石湾公仔”，尤以生

动传神蜚声世界。潘柏林先生是立足石湾公

仔艺术深厚的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位卓

越的雕塑大师。他的陶塑艺术非常精湛地继

承了石湾公仔的雕塑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

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面貌，为石湾公仔

艺术提供了一种切实体现艺术家创造性的当

代阐释。

潘柏林的陶塑艺术表现了一种生活化

的审美情感。他把传统民俗风情纳入雕塑

题材，把市井生活情趣融入陶瓷艺术，风趣

诙谐，形成生活化的表现特征。潘柏林的陶

塑艺术高度发扬了石湾公仔的传神塑造传

统。他把西方写实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的

传神塑造手段交融在一起，更大程度地提升

了石湾公仔艺术的表现力，以至于他的雕塑

精彩纷呈，生动逼肖，把人物的形象神态表

现得淋漓尽致。潘柏林还积极探索，进行包

括题材、技法、材料和风格样式等多方面的

尝试。他把民俗风情融入石湾公仔，通过对

以仙、儒、道、佛为主的传统表现格局的突

破，使石湾公仔的艺术表现领域有了极大的

拓展；他做过很多技法、材料上的创新，如采

用真布泥手段，把粗料糅合到塑形之中；他

还在造型样式上追求现代风格。这些新的

探索和创新，我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上感受

到。另外，潘柏林还是一位善于总结的陶瓷

艺术家。他写过一篇《术论诀》，对自己的陶

塑创作经验和方法做了非常好的理论提升

与总结。所以，我们说，潘柏林先生是一位

当之无愧的工艺美术大师。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潘柏林卷》的首

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担当学术主持，由王文

章院长主编的一套大型学术丛书。这套丛书希望以口述史、艺术成就评

述、作品图片以及创作年表等体例形式，综合地呈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的创作风采及审美经验，对他们的艺术做一个理论的总结和经验的归

纳。这是一项持续的工作，我们已经在这里举行了 3 次首发仪式。以后

每一卷的出版都会举办首发式和展览，我们希望通过全集以及个人作品

卷的出版发行和创作精品的展示，更大程度地宣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使他们的艺术能够在一个更广大的层面为社会所认知。

在
《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全
集
·
潘
柏
林
卷
》

首
发
式
暨
潘
柏
林
陶
塑
精
品
展
上
的
致
辞

吕
品
田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

潘柏林把原来石湾公仔传统神佛题材扩

大了，在表现这个时代生活上他有所开

拓。“文革”后中国陶瓷产区里面出现了

一批人才，柏林应该是在佛山市石湾这

个陶瓷产区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很

努力。今天在中国陶瓷产区坚持以瓷

雕、陶雕为主，不改变，做得最好的是佛

山。另外，他的特点是不但搞创作，还会

开发市场。柏林让石湾的陶瓷融入生

活，融入市场，而且带出了一大批人。

空军文艺创作室原主任、文职将军

韩静霆：潘柏林有非常强的原创精神，在

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具有原创精

神和原创意义的东西。我们中国的雕塑

是什么？就是这样的陶雕，这叫中国雕

塑，为什么我们有中国画没有中国雕塑

的概念？石湾陶瓷，包括潘大师做的作

品给我一个想法，真正的中国陶塑是用

中国的泥土烧出窑变来，神秘无穷，里面

蕴藏着我们无法描述的东西。潘柏林的

作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工笔，一部分是

写意。工笔就是表现晚清或者民国的市

井生活的作品，工细得很，小孩趴到老人

耳边说悄悄话，那种感觉是西方雕塑没

法表现的，非常精彩。我更喜欢写意部

分，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去看到那个达摩，

一个袖子耷拉下来，有中国雕塑的这个

概念。我由此感觉到我们现在更有必要

推出一种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雕塑，要

提倡这样一种创作的精神和眼界。

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刘夕

海：我怎么理解石湾公仔呢？首先，它应

该是泥性和人性的结合。人性，在艺术

方面讲应该是喜怒哀乐、悲愤怒号、打情

骂俏等等这些元素；而泥性，我们操作的

是泥巴，这个泥有可变性，融、浮、悬、软

等水性，这几个方面体现泥性。石湾公

仔应该是人性和泥性的结合，还是人性

和泥性的共振。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陈若菊：

我感觉到工艺美院有这样的学生是学校

的骄傲，学生们都是一代比一代强，这一

点也是潘柏林的特点：勤奋、努力、求

新。他重传承，但又不是死抱着这个东

西复制过去，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

发展。如果我们的艺术不发展，每个时

代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至今还抱着大彩

陶罐，还抱着青铜器。他搞的创作特别

生动，而且富有情感色彩，有一定的冲击

力，但是他又很细致，每一点都一丝不苟

地反映出来，他是做了很好的推敲才去

动笔的。

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汤夙国：我

看了潘先生这个画册，觉得我和潘先生

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来自民间，但都

进入了高等美术院校受到了真正专业

的、专科的训练。从我父亲的经历和我

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们把民间艺术和文

人文化结合起来了，这就把它上升到一

个高度了。如果说我们民间艺术就保持

在民间艺术的传统概念上，那么也就是

做些胖娃娃、老寿星等等。对于民间艺

人，你走你的路子，你必须得碰见伯乐，

你 有 伯 乐 了，你 的 千 里 马 才 能 跑 得 起

来。所以我觉得母体艺术的灵魂很重

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很重要，这两个

结合起来，你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吕晓庄：

潘柏林自学成才，而且他进了 3 个艺术

学院，所以他的风格又跟传统不完全一

样。他做的和尚跟别人都不一样，很特

别，一看就很吸引你。另外寿星那个桃

的颜色真漂亮，怎么做出来的？还有一

点，石湾的艺人一般都是培养他的亲戚

或者子弟，潘柏林不是，社会上愿意学的

都教。他教一大批学生，这些学生各有

各的特点，跟他的风格又不一样了。我

跟潘柏林提个建议，我觉得他做现代人

物还不够成熟。结构上掌握得很好了，

可是现代人的那种状态还没完全表达出

来，我觉得他还应该好好研究研究现代

人的生活状态。

清华美术学院教授杨永善：潘柏林

的东西本身就表现着石湾的传统，在一

个产区具有特色的东西，一定不能丢掉，

要继承，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发

展。有的人讲要创新，但不是新的就是

好的，“新”应该有根底。石湾的东西让

人一看就知道是石湾的，京剧再改再创

新还是京剧，不是歌剧，别走调，潘柏林

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好，没有走调。但

可以来点花腔，挺漂亮的，颜色釉色用得

好，肯定在工艺上下了功夫了。我们搞

陶瓷的就是窑工，既要玩泥还要玩釉，跟

火打交道，这很不容易。我看到潘柏林

的成就，很高兴。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

潘柏林的作品真是不一般，真正做到了

生活、艺术和技艺的真善美，又是传承又

是创新，这点是做到了，而且这么年轻就

做到了。尤其整个衣纹我很佩服，转折

和关系表现得非常好，跟人体的关系，该

亮的亮，该亚光的亚光，该细的细，该有

裂 纹 的 就 有 裂 纹，这 个 真 是 大 师 的 水

平。我们现在搞文化大发展，我觉得有

些东西应该推广出去，这个就代表了我

们中国的文化。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游宇：我觉得

中国艺术研究院办这个展览很有眼光，

定位很准确。像潘柏林这样从民间艺人

当中拔出来的人不多，他不光是从石湾这

个传统的技艺里面拔出来了，而且从全国

的陶瓷产业讲他也很优秀。潘大师雕塑

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中国的雕塑，讲究

气韵生动，非常好；第二他有民族精神，

比如他的取材，都是老百姓喜欢的，都是

中国的文化；第三体现时代的印象、时代

的风格、时代的特点，这个风格非常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我也

见过一些陶瓷的工艺大师，特别是有一

个产地，三流画家全成了工艺美术大师

了，所以我对陶瓷大师比较失望。今天

来了以后我看到这个展览，真是比我想

象的好得多，应该说潘老师的技术和艺

术乃至格调，都是很高的，扭转了我对陶

瓷大师的印象，让我看到了陶瓷甚至是

中国雕塑的一个生机。我希望还有机会

看到他更多、更好、更新的作品。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唐克

美：大师在行业里能够留下足印的，都具

有这样的品格：第一，热爱自己的本土艺

术；第二，虚心学习；第三，不仅掌握了比

较熟练的民间艺术，而且进入学院又有所

提升。潘柏林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使人

看到不能忘怀。大师创作时对这个人物、

对这些情节的感受也反映给我们了，说明

他是带着感情、带着心做这些作品的。

中国工艺美术馆高级工艺美术师朱

培初：《走娘家》、《行酒令》、《闹元宵》等，

这些作品都很了不起，反映了广东的民

族风情，我觉得这是比以前很大的一个

进步。第二，潘老师发扬了佛山陶塑的

传神特点。他在渡口码头、在饭馆，经常

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物，积累了大量的素

材。达摩、弥勒佛、李白等人物的表情刻

画非常深刻。最后一点，他的釉彩、造

型、衣纹的简练，既符合艺术的规律，又

符合陶瓷烧制的规律。我建议潘老师以

石湾的地方特色的小型雕塑为主，大型

的室外雕塑作为创新的实验方向，要慎

重，这点意见供参考。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曹静楼：我们若

按照西方的手法和理论做中国的雕塑，

那就不是中国的雕塑了。为什么要体现

中国的陶瓷呢？因为有地域特点，不是

西方搞的雕塑结构、框架等等标准，中国

的佛像雕塑比例结构不完全和真人一

样，不是写实的，主要是体现神韵和思

想。潘老师的雕塑就体现了他的思想。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国昌：潘柏林

是很有胆识的，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

是选题，扩大了石湾公仔固有的那些题

材；第二是手法，打破了原来那拨人因为

互相之间影响而慢慢统一的表现手法，

大家互相影响，很容易变成一种风格；第

三，石湾美陶厂的大师们为了保证他们

的销量和质量，都喜欢用红釉，潘柏林用

的釉色很不一样，所以潘柏林的确很有

胆量。再一个他很有责任感，他对同事、

对事业都有这一份责任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任世民：我觉得

作为一个创造者，从他的想法到他的工

艺实现，他都是自己完成全部过程，这是

我佩服的！

广东省工艺美术家杨坚平：我们这

个研讨会既有肯定，也提出问题，达到了

研讨会的目的。我看到很多书里把他说

成“当代的罗丹”，但我们编这个书时尽

量用朴素的语言来介绍他的成就。

佛山陶瓷博物馆廖志勇：我想就潘

柏林作品带给我的三点感触来谈一谈。

潘柏林的陶塑贯穿着石湾陶瓷最精华的

艺术传承，即人文关怀、民俗风情和勇于

创新。石湾陶瓷继承的是中国古代雕塑

的重要特征——传神，而不拘泥于表面

的细节特征的刻划。石湾雕塑起自民

间，充满生活情趣，洋溢着天真纯朴、自

然亲切的独特风格，表现的是人的生存

状态和当下的情感。潘柏林从艺 20 多

年来，广采博收，不断创新，自成一格，探

索出一条以民俗风情为题材的现代陶塑

新路线，被誉为石湾陶艺新一代的代表。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春珂：我也做

佛教题材，做这个题材不能单从美术方

面来讲，而且要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考虑，

要符合宗教的要求，佛家就承认，就信

你，这个是值得研究的。

江苏省作家协会作家山谷：整体感

觉在色彩运用方面、釉色方面趋向明细

化。《龚自珍》那个脸部和背后的气韵非

常准确地表达了那种意味。我在这个人

物形象身上，发现了石湾陶瓷向高端迈

进的可能性。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增丰：现在

在做潘柏林艺术馆，4000 多平方米，将有

更多更好的作品展示。跟柏林提一个建

议，就是内敛一点。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柏林：首先感

谢老师们抽时间来这里。这么多年来我

一直都在尝试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做我

的艺术。就像一个厨师，甜点、辣点、苦

点，什么都有，总有人喜欢，有人不喜

欢。今天大家对我的评价，我觉得是对

我的一种肯定。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我做

了一件大事。我觉得当代艺术家都要学

一点经济，有了经济基础才更有可能把

艺术搞上去。我们要普及和提高，普及

就是做一点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提高就

是做我内心的想法。一个人在探索道路

的时候可能会迷茫，今天很多专家提出

的意见都是非常中肯的，我非常接受。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

所长邱春林：这次老工艺美院的 5 位退

休老教授都来了，很难得。我们艺术研

究院工美所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术积

累，这是文化积淀的工作。我要说的话，

在此次《展序》里面都写了。原来我在

《展序》中用了文学化的题目，叫做“不拘

一格，巧塑百态人生”，后来我觉得这个

说法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评价。比较而

言，潘柏林老师的过人胆识，他的个性爆

发力和天赋的艺术创造力、转益多师的

成才经历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他

成为佛山陶塑当代审美追求的开拓者，

他的引领性也十分鲜明。所以《展序》的

题 目 最 后 改 定 为“ 开 创 佛 山 陶 塑 新 局

面”，这既代表我对他的成就的肯定，也

代表一种期待。

（邱春林根据现场速记摘录，未经发

言人审核）

开创佛山陶塑艺术新局面
——潘柏林陶塑艺术研讨会摘要

时间：2012 年 7 月 24 日下午

地点：北京承露轩艺术馆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

承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

黄飞鸿（陶塑） 潘柏林

7 月 24 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潘柏林卷》首发式暨潘柏林陶塑精品展在北京承露轩艺术馆举行，文化部副部长、中国

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为新书发行揭幕。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卢昌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等领导及有关专家出席了首

发式并参观了展览。

无语对苍天（陶塑） 潘柏林 训狮佛（陶塑） 潘柏林

绿色的怀念（陶塑） 潘柏林

乐在其中（陶塑） 潘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