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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愛勤稱，「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所謂的傳世之
作不是橫向與他人比較，而是縱向時間上的比較，

「是自己用心創作的，能夠對自己的作品、收藏者負
責」。她稱，很多人在藝術造詣達到一定水準之時，才開
始愛惜羽毛，認為自己年輕時的作品馬虎了事，欲以高價
收回卻無果。因而，她始終做好當下，尋找進步空間。

刀尖遊走 演繹神奇
「高嶺瓷土塑千年，烽火仙師傳萬代。」家門口的這

幅對聯是景德鎮六代窯工之後曹愛勤的陶瓷旅程之源。
父親曹有恆能夠通過窯爐裏火的顏色和熱度識別瓷器出
爐時間而獲「風火仙師」之稱，曹愛勤沿此殊榮，被當
地人稱為「風火神之女」。隨着傳統燒瓷方式的式微，
加之把窯師傅大多是男子，這位「風火神之女」沒有女
承祖業，而是專注演繹陶瓷的藝術表現形式，在家族與
個人、傳承與自我之間也算是尋找到了平衡。
她早年先後在景德鎮市工藝雕刻廠、東風瓷廠、風光

瓷廠、浮南瓷土礦美研室工作，為這些國營瓷廠設計過
紋樣和刻印。每一次工作的調動都是靠過硬的實力。她

說，改革開放之前，集體經濟給他們那一代人的烙印大
多是，沒有什麼愛好，把本職工作做好，爭上游。「閑
下來的時候，我就雕刻點東西。當時，做了一件菊花
碗，代表單位獲獎，後來就沒有再見過。那是我好喜歡
的！」
最初，她並沒有明確的發展目標，只是憑個人和收藏

者的喜好而作。不料，日積月累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劃
分：1983年至1998年期間，主要是傳統花鳥，1999年
至2003年期間，偏向釉下和釉上的結合，畫面大多是祝
壽、小孩、松蘭竹菊等；2003年至2004年，創作過一些
以侍女為主題的作品；如今以半刀泥雕刻為主。

融匯中西 引發共鳴
曹愛勤說：「我在法國辦展的時候，就很受當地人歡

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件主題為兒童嬉戲的瓷瓶，栩
栩如生，吸引了一位法國模特的目光。當得知中國以兒童
嬉戲取吉祥、生子之意，她付完錢就趕着把瓷瓶走，生怕
被別的收藏者盯上。最近，在中國傳媒大學的組織下，我
的一幅書畫作品《水月觀音》在香港參展時，以50萬元

被台灣收藏家買走。所以，你看，即便不需要富麗堂皇的
藝術評論，真正的藝術是能打動人的。」
她認為，真正的藝術是能夠穿越時空引發共鳴的，
而作為創作者必須學習不斷積累，「活到老，學到
老」。「上世紀 90 年代，我獲得英國 Southampton
University大學碩士學位，又獲得博士學位。跟隨導師張
道興學習期間，他經常佈置主題創作，譬如，如何展現
100個小孩天真浪漫，如何解讀神州飛船上天‘演繹’
飛天神話，如何表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
作。」同時，她也意識到，看過世界方知何為世界級，
世界瓷都景德鎮的千年厚重，也遠不是一兩件器物所能
囊括的，也並非是一兩篇文章所能解讀的。
她還稱，傳統文化在演變的過程中，其內核依然在傳

承，萬變不離其宗。陶瓷雕刻的發展可「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從中國畫中提取與吸納精神內核；「源於傳
統，超乎傳統」，對傳統進行取捨；「海納百川，有容
乃大」，基於工藝與技法的跨界融合與創新；「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陶瓷雕刻創作觀念的拓展與重構；
「吐故納新，自成芳華」，建構自身藝術話語體系。

■鄧小平之女鄧林親自為曹愛勤題寫賀詞

藝術家曹愛勤簡歷
曹愛勤，女，1954年出生於江西省景德鎮市陶瓷世家，現任景德鎮曹愛勤藝

術館館長，畢業於江西師範大學美術學本科；2000年赴英國求學，獲得英國
Southampton University大學工藝美術理論與實踐專業碩士學位；2017年獲得
中國傳媒大學人物畫專業博士。擁有陶瓷外觀設計專利2項，設計版權1項，
全手工陶瓷半刀泥雕刻大缸《富春山居圖》作品獲得大世界基尼斯記錄——
「最大的半刀泥雕刻瓷缸」。近三年來用於扶貧、助學、救災的捐贈款項及作
品金額達200餘萬元，被江西省慈善協會授予「慈善藝術家」稱號。
2012年，獲國家教授級工藝美術師職稱（正高）；
2012年，由輕工業聯合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授予中國雕刻藝術大師稱號；
2015年，由中國建築衛生陶瓷協會授予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稱號；
2016年，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授予首屆中國手工藝大師稱號；
2014年10月，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專著《陶瓷雕刻裝飾美學概

論》；2017年7月，由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出版發行專著《中國畫元素在陶瓷雕
刻藝術中的運用》；2017年博士論文《中國畫元素在陶瓷雕刻裝飾藝術中的運
用》入選中國傳媒大學優秀博士論文集。
《群賢雲集》、《三顧茅廬》、《松下問童子》、《福娃》、《探春》、《水

仙》、《十八羅漢》、《八仙過海》、《四美圖》、《四大名樓》、《花開富貴》、
《富春山居圖》、《靜悟圖》、《復興之路中國夢》、《國泰民安中國夢》等作
品獲得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等國家級金獎7項，獲2010上海世博會珍品獎國家
級最高獎項5項，銀獎3項；省級金獎10項，銀獎3項，銅獎3項。作品被中國
民族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北京藝術博物館、焦裕祿同志紀念館、中國文學藝
術界聯合會、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法國盧浮宮、泰國國家博物館、丹麥國
家博物館、英國劍橋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等重要場館收藏。
2009年，應國務院、中央統戰部邀請出席在北京天安門隆重舉行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60周年慶典活動和2016、2017年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會和人民大會堂
「大美之春」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為講好中國陶瓷文化故事作出了突出貢獻。
2018年10月，由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授予「中國輕工大國工匠」榮譽稱號。

景德鎮傳統工藝「半刀泥」， 刀下根根線條都具有深淺變化，虛實相間，圖案有凸起之

感；刀法靈動跳脫，奔放瀟灑，輕快酣暢，如行雲流水。在如冰似玉的陶瓷胎質上，並施

以通透瑩潤的影青釉時，線條與釉色的光影交織，更具視覺感染力。作為半刀泥陶瓷雕刻

集大成者，曹愛勤用雙手演繹出立體山水畫卷，將麻色代替墨色詮釋中國風；早年獲得英

國Southampton University大學工藝美術理論與實踐專業碩士學位，花甲之年獲得中國傳

媒大學人物畫專業博士，破創作瓶頸；今獲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授予「中國輕工大國工

匠」，從中國畫這一古典藝術中汲取營養，系統學習書法、山水、花鳥、哲學理論、易

經、音樂等學科，創作視野投放於時代主旋律，力求創傳世的作品。

■粉彩雕刻瓷板畫《三顧茅廬》在2016年以
1,300萬元人民幣被美國收藏家收藏。

■雕刻瓷板畫《瓷語世界絲綢路》

■雕刻瓷板畫《江山如此多嬌》獲得2016江西省工藝美術「杜鵑獎」金獎

■書畫《水月觀音》

■曹愛勤刻石

■青花鬥彩瓷瓶《福娃》獲得2012
全國工藝美術精品博覽會金獎

■曹愛勤在創作

■曹愛勤所作半刀泥雕刻瓷缸《富春山居圖》創下大世界吉尼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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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愛勤在千名陶藝家迎省運眾創吉尼斯大型創作活動上創作

■雕刻瓷瓶《八仙過海》
入選2018年9月在國家
博物館舉辦的中國當代工
藝美術雙年展

■陶瓷雕刻鑲器《琴棋書畫》

■雕刻瓷瓶《春風和熙百姓家》獲得
江西省工藝美術「杜鵑獎」金獎

■粉彩雕刻瓷板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中國輕工大國工匠、中國陶瓷
設計藝術大師曹愛勤博士













 

曹愛勤：風火神之女 一雕一刻演繹傳世之作

■雕刻瓷板畫《松下問童子》獲得中國景德鎮國際陶瓷
藝術博覽會首屆「唐英杯」陶瓷藝術百花獎金獎

■雕刻瓷板畫《風景這邊獨好》

■雕刻作品《十八羅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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