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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谦逊、待人热情，这是大家第一
次见到赖礼同老师时的印象，自称为来自
山区农民的他一谈起德化陶瓷，便面露笑
容，如同打开了话匣子一般侃侃而谈，他
不但谈起了德化陶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商品的历史历程，还谈起了德化作为
全球第一个“世界陶瓷之都”未来发展的
前景，同时对制瓷人才的培养也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和认知。

“‘世界陶瓷看中国，中国陶瓷看德
化。’一定要加强陶瓷人才的培养和传承，
这样德化陶瓷才能够走上正确的发展道
路！有些社会青年没有工作，我都无偿地
让他们来我这里学习，目的就是让这项古
老的陶瓷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从他朴质的言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赖
礼同在德化陶瓷发展道路上的执着与热
爱。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他在陶瓷艺术领域的造诣深
厚，备受业界认可。他还获得福建省首届
技能大师、国家技能师工作室等荣誉称
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在工艺美术和陶
瓷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

同时，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省级传承人，肩
负着传承和发扬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重
任。现任福建省德化县博古陶瓷研究所
所长兼艺术总监的他，不仅在艺术创作上
有着极高的造诣，还在推动德化陶瓷产业
的发展和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
外，他还是全国劳动模范，收留并传授待
业青年制瓷技能，正体现着他的社会责任
与担当。

然而，这一切荣誉的获得与赖礼同一
路的辛勤与汗水是分不开的，“做陶瓷就
是要吃苦，我的两个大拇指都已经完全变
形了！”当赖礼同伸出他的双手，我们可以
发现他的右手大拇指明显偏短，且两个拇
指已经变得扁平而又粗糙，这双手证明了
赖礼同已经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陶瓷之
路，同时也证明着真正的大师之路并无捷
径可以走。

学无止境，漫漫瓷艺求学路

“我来自偏远的山村，家里很苦，我的
家里一共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七，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人做过陶瓷，我是
第一个！”1984年，年仅十五岁的赖礼同初
中毕业以后，选择了就读于德化城关职业
中学，当他挑着六七十斤的行李，风尘仆
仆地第一次离开家乡以后，让他没有想到

的是，他将从此走上制作陶瓷的道路，这
也将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艰辛！
我哭了两三回！”由于交通不方便，第一次
离开家乡的赖礼同从早晨四点钟出发，需
要沿着陡峭的山路徒步十公里，再坐车，
再转车，一直到了晚上八点，赖礼同这才
到达离家几十公里以外的德化县城学
校。不过，由于人生地不熟，老师讲的文
化课他又很难听懂，自己的人生将何去何
从呢，前途的渺茫让他陷入了迷惘与困
惑，他甚至想到了辍学回家。

这时候，一位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尚
处于青春懵懂时期的赖礼同，“人无知识
无作为，鸟无翅膀不能飞。知识基础越扎
实，成功机会就越多。”离开家乡时，母亲
也一再地叮咛他要好好学习一门手艺才
能有吃饭的饭碗，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母亲
的殷切叮嘱在年轻的赖礼同心中扎下了
根基，他也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学好一
门技能，才不辜负老师和母亲的期盼。

德化县位于戴云山脉腹地，瓷土丰
饶。德化窑烟，千年不绝。福建德化窑是
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之一，其盛产的德化
白瓷因其温润细腻、如脂似玉，享誉海内
外，有“中国白”之美誉。史书上记载：

“‘中国白’，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更被
誉为“世界白瓷之母”。制瓷工艺也成为
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

当赖礼同认定了雕塑泥塑这条道路
以后，他便开始暗暗下了决心，“别人做一
个，我就做五个！”从此以后，当别人已经
放学去玩，或者是周末休息，他依然独自
留在教室里勤学苦练，勤奋和刻苦为他制
瓷工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成绩也从
班上的平平庸庸到名列前茅，最后以优异
的成绩顺利毕业。

不过，似乎是命运的捉弄，1987年，刚
毕业的赖礼同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当时德化陶瓷厂只收县城本地的学生，如
此一来，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那么，是
不是提着行囊独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赖礼
同再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据他介
绍，当时县里有个科学研究会，开了一个
培训班，赖礼同报名参加以后，勤学肯干，
努力学习弥勒、观音等人物方面的塑造，
作为德化陶瓷大师的许兴泽看中了赖礼
同的手艺和勤奋，便将他留在了德化。

参加工作以后，赖礼同从未停止过学
习。他不断参加各类研修班，向多位大师
讨教，在创作方面，赖礼同广开门路，经常

走出去与业界同行交流切磋，促使自己的
瓷艺在传承中嬗变，呈现出题材的多样
性、手法的多变性、装饰的多元性，突出瓷
质“刚中有柔、风格沉稳老道、意境清新悠
远”的特质。

2003年，赖礼同终于迎来了他事业的
春天，他的作品《关公》、《山鬼》在第五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中同时获
得金奖。“当时福建省参加全国比赛，一共
有二十件作品获得金奖，我就有两件。”谈
起当年的成绩，赖礼同显得十分高兴。

接续传承，探索求真水土火

随着赖礼同在白瓷制作技艺上的不
断提升，他的作品也连续在国家大赛中获
得金奖，其中作品《富贵吉祥》被故宫博物
院收藏，它是现代白瓷的第一件收藏作
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这件花
瓶采用不上釉的素烧法，瓶身上镶嵌了精
细的立体菊花。菊花花瓣如丝一般细致
立体，与瓶身一同烧制，不仅费时费工，花
朵还极易碰碎，这对作者的塑瓷和烧制工
艺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经过无数遍的
失败与尝试，最终赖礼同淬炼出这件巧夺
天工的瓷瓶。

就在赖礼同制瓷事业大放异彩的时
候，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落在了赖礼同的
身上，德化县本来有个文庙，在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被大火焚毁，重建时，文庙的领
导小组找到赖礼同，向他说明，陶瓷作为
德化县的代表，希望他能做一尊陶瓷的孔
子像。

赖礼同和他的师父许兴泽接受了这
个挑战，他们翻阅了无数的资料，最后按
照吴道子的孔子画像作为原型来制作，与
平日所见孔子雕像不同，这尊孔子雕像更
突出孔子的外貌特征——龅牙、头顶隆
起，赖礼同表示，这不是在丑化孔子，而是
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雕塑坯体、打模、注浆、再修补、烧
制……单单塑造坯体就用掉 4吨坯土，经
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探索与追求，烧制
过程中，整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在烧坏
了九尊塑像后，最终在2013年完成了这尊
高 2.219 米的作品，创下上海大世界吉尼
斯纪录。如今，这座巨型孔子雕像便摆放
在德化县文庙中，供万人瞻仰。

2018年，赖礼同获得了“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荣誉。获此殊荣，他并不骄傲自
满，也未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他说：“在
我看来，陶瓷与人有很多共性，陶瓷需要

经过烈火煅烧才能获得温润如玉与洁白
无瑕的品质，人也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
能磨炼出坚毅高洁的品格。今后我希望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把德化陶瓷文化不断
传播出去。”

他积极投身德化陶瓷行业的传承工
作，通过工作室这个培育平台，一方面培
养了徒弟数百余人，桃李满天下；另一方
面，与德化职业中专学校、德化陶瓷学院、
福建商学院、华侨大学等多个院校保持合
作，免费为专业学生提供学习与实践
场所。

对赖礼同来说，他并不执着于虚名浮
利，而是专注于自身技艺的精进，打造更
具有价值、能流传于世的优秀作品。秉持
匠心，砥砺前行，用作品传递生命的价值。

“乡愁河长”，情系桑梓母亲河

近年来，赖礼同的家乡——德化县上
涌镇作为戴云山脉的一个重要乡镇，正在
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锚定“县域副中心”目标，紧扣农
业生态型定位，厚植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镇，泉州市整镇推进乡村振兴“五好”乡
镇，立足水资源优势，用活水资源，写好水
文章，激活旅游水经济，汇集多方力量助
力河畅水清，探索生态资源转化新路径。

作为上涌镇的一员，赖礼同多年来便
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建设发展中，为家乡的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23
年，上涌镇人民政府聘请其为“乡愁河
长”。成为乡愁河长的他，充分发挥社会
资源，整合力量，争取社会资金支持，为上
涌镇水利项目建设出谋划策，协助破解河

湖治理保护的现实难题。
同时，他还发挥着自己在陶瓷制作方

面的技能优势，设计出呼吁保护水环境的
环保瓷器“水娃”。“从水滴这个元素出发
去形成它的大体轮廓，蓝色为它的主色
调，象征着生命之水，瓷器本身是土，创作
时要达到水土和谐相融。”“乡愁河长”赖
礼同端坐在涌溪河畔，耐心制作着“水
娃”，他以人水和谐为创作理念，将其融入
陶瓷艺术中，一件寓意深刻的作品从他手
中诞生。

“小时候，我还经常到这里游泳，随着
村里人逐渐都到城里发展，这里也荒废
了。河湖是乡村的灵气所在，更是承载着
乡村生态保护等功能。”看着眼前的河道，
他觉得完成岸线生态修复，让滩涂变身河
长制公园势在必行。作为“乡愁河长”，赖
礼同积极参加镇河长办举办的各种培训
及活动，组织村民开展巡河护河行动，积
极向周边游客和村民宣传保护河道环境
的重要性。

“我对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信心十足。
看准了，就要实实在在去做，而且要坚持
不懈，对于河长制工作亦是如此。我设计
的‘水娃’后续将打造成伴手礼、储钱罐
等，以不同的载体去宣传呼吁人们爱水、
护水、亲水、节水，共同呵护绿水青山！”在
相关的采访中，赖礼同如是说道。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
愁。”当落日的余晖洒满了上涌镇涌溪的
水面，披着夕阳霞光的赖礼同将目光投向
了溪流的远方，似乎他在沉思，构想着自
己的下一个作品，为自己的陶瓷艺术人生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特约记者 谢行城）

高技能人才风采

纵横瓷海任遨游
——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赖礼同

赖礼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福建省首届技能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

一级／高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福建省八闽工匠人物，福建省高层次人才B类，大世界

吉尼斯纪录获得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省级传承人，泉州市高层次

人才第二层次，现任福建省德化县博古陶瓷研究所所长兼艺术总监。50多件作品在国家级、省级

专业评比中获金奖，40多件作品被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省级博物馆、珍品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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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礼同赖礼同（（前左一前左一））传授制瓷技能传授制瓷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