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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80岁了还热衷“玩泥巴”
工艺美术大师刘炳自幼与“陶”结缘，并在此后的60年间，将陶塑创作当终生追求

■刘炳对陶泥人物的线条肌理进行修改。

宽敞的工作室内，靠墙摆满了形态各异、大小不
一的陶塑作品。临窗的木桌旁，刘炳聚精会神地盯
着眼前的陶泥人物，对其线条肌理进行调整和修改。

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炳的日常工作写照。
从业60余年，今年80岁的刘炳依然每天到佛山市
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二楼的工作室进行陶塑
创作。对他来说，陶塑创作已经如同吃饭睡觉一样，
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入行前，他从未想过做其他工
作；从业后，即便低潮时期他也从未
想过要转行。无论是家族熏陶还是
自身个性使然，刘炳自幼便与“陶”
结缘，并在此后的60年间，将其作
为终生追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出身陶艺
世家，刘炳十一二岁就开始跟着哥
哥刘泽棉“玩泥巴”。“耳濡目染，我
很小的时候就对石湾陶艺产生了浓
厚兴趣。”他说。

1955年，石湾组建陶瓷工艺生
产合作社，时年16岁的刘炳成为第
一批员工。刚进入合作社，他负责
修胚、制模等工作。到1959年，他
开始从事陶塑创作。

“当时公司没有奖金，我们也没
想太多，整天想的就是一心一意搞
创作。”在美陶厂的池塘边，一个个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罗汉像让每
位来宾都印象深刻，这就是刘炳和
哥哥刘泽棉在1991年合作创作的
《十八罗汉》放大版本。

那是刘炳创作的高峰期。十
八罗汉数量多，动作复杂，为了把
作品做好，除了白天上班时间，晚
上、周末他都会回到创作室继续
工作。“要不不做，要不就马上
做。”刘炳笑着回忆创作带来的快
乐，直至现在他都不会打麻将、打
扑克牌，“因为年轻的时候都只顾
着创作了。”

“创作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采
访过程中，刘炳多次对珠江时报记
者说。在他看来，作为陶塑创作者，
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做研究做分
析，尽自己最大力气做好每件事，才
能做出让人满意的作品。

爱学习、爱钻研的态度贯穿了
刘炳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家对石湾
公仔的创作没有明确概念，手法相
对单一。“当时美陶厂组织专家研
讨，提出石湾风格同质化严重、不够
多样化，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大。”

刘炳说。
也是从那时开始，刘炳试图寻找

自己的创作风格。1978年，他有意
识地主动学习、吸收叔公刘佐潮的艺
术手法，创新运用珐琅釉制作石湾公
仔，创作出的作品《礼佛罗汉》深受好
评，成为他的成名作，荣获1982年全
国美术设计一等奖、1983年全国陈
设陶瓷同行业质量评比优胜奖。

在摸索中，刘炳逐渐形成自己
的创作风格，最擅长的则是人物的
塑造。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背
后，有时离不开他工作室内一块1

米多高的镜子。为了精确还原人物
的肌肉、筋骨等线条比例，刘炳总会
对着镜子模仿各种作品里面用到的
动作，例如单脚跳跃、骑马纵行等。

而在《华佗五禽戏》创作期间，
刘炳甚至跑去医院、诊所请教老中
医。“虎、鹿、熊、猴、鸟，这些动物我
都认真观察过、模仿过。”为了寻找
灵感，最大限度地捕捉、还原人物形
态，他还经常逛书店，买图册，即便
到敦煌等地旅游，也不忘在当地购
买敦煌石窟的图册，来为创作提供
资料参考。

“石湾公仔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做到老，学到老。”刘炳多次对珠江
时报记者强调。不光是他，石湾公
仔还是刘炳的祖辈、儿孙辈生命血
脉中的重要印记。

刘炳的大女儿刘雪玲，如今已
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但她仍难以
忘记小时候与陶泥的第一次接触。
刘炳鼓励孩子在玩陶中培养兴趣、
自主创作。在他看来，小孩充满丰
富想象力，造型和釉色大胆，不受限
制，这样的创新精神在陶塑创作中
尤为可贵。

耳濡目染下，刘炳对陶塑创作
的态度和理念深刻影响了他的孩
子。在刘雪玲看来，父亲不仅是她
入行的带路人，还是她创作路上的
良师益友。

“父亲很注重细节，力求把所有
环节都弄通弄懂。”最让刘雪玲敬佩
的，还是父亲一丝不苟的创作态
度。“《张骞通西域》在2018上海‘一
带一路’名品展中展出。当时创作
这个作品时，张骞的节杖要怎么拿，
父亲就考虑了很多因素，除张骞和
马的姿势配合，还要考虑当时的环
境、人物的精神面貌等。”

刘炳表示，“艺术没有止境，我希
望能继续进行各类题材创作的探索，
同时让儿女继承自己的技艺，在创作
特色上真正体现石湾公仔的韵味。”

“爱好让我坚持陶塑创作60年”

“这些动物我都观察过、模仿过”创新

“石湾公仔是
我生命的一部分”

传承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颜梅
通讯员禅宣（通讯员供图）

“为禅城增绿添彩是园林人的共同心愿”
园林工程师李长洪19年来以花卉为笔、以大地为卷，为禅城“逐绿”献出园林人的一份力

在王借岗森林公园二期建设现场，铲车轰鸣、铁铲挥舞；在文华公园，园林工人正在为迎元旦而进行景点改造，两条
“鱼”初见雏形……在很多地方总能见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一边叮嘱工人要细心作业——他就是李长
洪，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工程师。

在园林行业工作19年，李长洪目睹了禅城生态绿色发展的步伐，见证了禅城人均绿地面积由最初只有3平方米到现
在12平方米的奇迹。

以花卉为笔，以大地为卷，为禅城增绿添彩，这是禅城园林人的共同心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市民谋生态福
利。作为禅城园林人的一员，能为禅城绿贡献点自己的力量，我感到由衷的自豪。”李长洪说。

红色的一串红、粉色的矮牵牛、黄
色的孔雀草……日前，亚艺公园禅荷
花岛披上了1000平方米的三色锦绣
花衣，成为冬日里最耀眼的风景。不
久前，这里才刚刚种植了3000株“无
限阳光”多头向日葵，绽放出金灿灿的

“笑容”，一度成为市民朋友圈里“晒
照”的背景。更别提，每逢6月风靡全
国的“荷花雾景”，引得各地摄影爱好
者慕名而来。

李长洪打开手机，向珠江时报记
者展示了他拍摄的亚艺公园美景。每
一个景点打造完成，他都要记录下
来。从6月的荷花到10月的向日葵，
再到11月的三色花卉，每一帧美景都
包含着禅城园林人的心血。

自2000年进入当时的佛山园林
管理处，李长洪至今已经在园林行业
工作19年了。禅城从“植树造林”到

“花海禅城”的蜕变之路，李长洪都参
与其中。

李长洪介绍，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需求的日趋多元化，禅城生态
建设更加注重“人”的参与和互动性。
而作为一名园林人，最重要的就是造出
符合市民心中的“后花园”，让市民能享

受生态福利。
亚艺公园禅荷花岛就是禅城园林

人的杰作之一。几年前，有许多摄影
爱好者建议禅城园林部门对禅荷花岛
进行改造，进一步满足摄影需求。听
闻市民的强烈需求，李长洪及园林团
队开始尝试和实践，创造出别出心裁
的人造雾景。良好效果吸引了众多摄
影家从各地慕名而来。

不仅如此，为打造符合民意的
“园中之园”，李长洪及园林团队听取
了摄影爱好者的意见，在荷塘中央增
设了高低变化的引翠栈桥，让他们可
多角度、全方位尽情地拍摄荷花。还
结合市民的观赏要求，设计了避雨廊、
雨景廊。

“这样大面积的人造雾景，在我
看来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它是独一
无二的。”此前，慕名而来的河南摄影
家文晓毅对禅荷花岛赞不绝口，相机
中至今仍收藏着各种荷花美图。

摄影者的镜头情趣、游玩者的自拍
情趣、欣赏者的美学情趣……融合了多
美元素的亚艺公园备受市民欢迎。对
此，李长洪说，“这就是我们园林人最大
的成就和自豪。”

9月30日下午6时，距离10月
1日国庆节的到来只剩6个小时。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市民
赶回家正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
菜。此时的文华公园，却不时
传来说话声。原来，这里有近
60名园林人正在争分夺秒，为
次日迎国庆而精心打造“群狮
送福”“美好明天”两座巨型绿
色雕塑。只见每个人手中拿着
小树苗，然后像缝衣服一样将
小树苗一棵棵插在成型的钢架
表面，渐渐地狮子的模样显露
了出来……

忙碌的人群中，一个戴着
眼镜、穿着朴素，不时上手指导

的中年人尤为显眼，通红的眼
睛说明他许久没有休息好了。
他就是李长洪，第二天就是国
庆节了，园林人还在加班加点
工作，作为项目带头人之一，李
长洪更是熬了几个通宵。坚持
到整个项目完工，是他对自己
的起码要求。

国庆节当天，“群狮送福”
“美好明天”两座巨型绿色雕塑
成为文华公园的“打卡点”，尤
其是那几只绿色萌狮子，更是
深受市民的喜爱。憨厚可爱、
身披绿草的群狮孔武有力，四
周时令花卉环绕，前面是一排
醒目的“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一排大字。
绿雕寓意深邃，祝福祖国经济
更加繁荣、国力更加强盛、人民
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太美了！快把我和狮子头
一起拍进去！”一家三口在绿雕
面前摆好姿势，你帮我拍，我帮
你拍，笑声不断。市民纷纷用实
际行动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

“作为禅城园林人的一员，
能为禅城绿贡献点自己的力
量，我感到由衷的自豪。”看到
市民对绿雕如此喜爱，在文华
公园检查工作的李长洪很高
兴，特意把这些幸福场景拍了
下来，存在自己的手机里。

采访期间，李长洪特意向珠江时报
记者展示了手机里收藏的各个景点美
图：有建成后的王借岗森林公园一期美
景、有早上6点的季华路、有市民在禅荷
花岛的旗袍秀……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昭示着禅城生态建设的成果，也表达了
一位老园林人的“逐绿”之行。

作为中心城区、老城区，禅城存在
着土地开发强度大、人口高度密集、建
设用地资源紧缺等许多难题。但李长
洪认为，作为园林人，“逐绿”这项任务
责无旁贷，“每天增加一点绿地，出门见
绿一定是常态。”

昨日，李长洪例行来到王借岗森林
公园二期火山公园的施工现场，不时用
相机拍下施工图。他告诉珠江时报记
者，他的电脑里存满了各个公园的施工
现场图，有亚艺公园的，有文华公园的
……从开工建设到完工开放，一一记录
下来，这些是一种资料，也是一种慰藉。

去年，禅城在王借岗片区拆掉并收
回820亩旧村级工业园以便腾出空间
来建设森林公园，遇到的难题真不少。
原先存在的147家企业被关停，其中不
乏生意红火的农庄。

难题该怎么解决呢？“我们耐心地
与各个企业沟通协调，说明建设公园绿
地的重要性，并给予一定的补贴。”李长
洪表示，王借岗森林公园的拆迁成本花
费了数亿元，这真的是“拆”出来的公
园，“拆”出来的生态福祉。

不止如此，公园湖底抽泥一下雨又
得重头来过、建设工地需要时刻注意扬
尘问题、植物种类选择、种植方向角度
……每天遇到的难题很多，李长洪时常
到现场查看，进行质量把控。

“早一天开放公园，市民就能早一天
享受。”李长洪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禅城生态绿色发展道阻且长。李
长洪表示，将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奋斗。

打造符合民意的“园中之园”

为巨型绿色雕塑熬红双眼

让市民
尽快享受生态成果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 通讯员朱晓燕

■禅城亚艺公园备受市民欢迎。 通讯员/老广钿摄

■李长洪（右）在检查园林美化工程。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