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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論理念 靜心實踐 不編故事

大部分的藝術投射了創作者的主觀感情，而小部分的客觀藝術則以靜心為基礎。本地畫家、陶

藝家李梓良（Terence）便經歷了這樣一個由主觀自我到客觀靜心的創作過程，心靈寧靜，摒除

雜念，一筆筆描繪。畫作即讓觀眾關注作品本身，心領神會；食器即讓用家專注品味，享受美

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繼二十五年前與夫人莊蕙聞
創辦Gitone（梓桐堂），李梓
良最近在尖沙咀K11 Musea開
設新餐廳 Lilium by Gitone，
Lilium意為百合花，寓意平安
喜悅。貫徹「藝術源於生活，
美食樂在分享」理念，餐廳圍
繞着藝術用膳空間，綴以畫作
和陶瓷作品增添優雅氣息，從
裝修到裝飾皆為李梓良及夫人
親自設計，使用的碗碟大部分
來自他與學生之拉坯巧手。
李梓良自稱不諳烹飪，卻前

後開設兩間餐廳，或因在香
港，美食比藝術更具吸引力，
當美食與藝術結合，也更易與
人溝通。「作為藝術家，我當

然也會通過舉辦展
覽發表新作
品，但展
覽 時

長最多幾周，觀眾人數有限，
效果不夠好。」而通過藝術餐
廳，他同樣想喚起都市人對美
的留意，美器、美食、美
味……同樣一杯茶，以手作陶
瓷和膠杯承載，呈現的感覺截
然不同。
甫入餐廳，即被一面滿佈酒

杯的牆所吸引，清酒杯以磁石
固定在畫布牆上，可隨意移
動，增添互動趣味。作品名為
《千杯不醉》，何解？「我曾
經也以為是形容一個人好酒
量，某日突然有了覺悟，一千
個人，每人飲一杯，自然就不
會醉了。曾經我是自己一個
人，現在希望一千人與我同
飲。」這幅作品也正是對應餐
廳正舉辦的「陶藝清酒杯工作
坊」，以日本清酒杯作為陶藝
製作題材，讓大家體驗陶藝製
作。清酒杯體積細小但形式變
化多樣，製作時間約三十至四
十五分鐘，在燒製約兩星期後
參加者便可取回自己的作品。
在這個小型工作坊中，他強
調「體驗」二字，希望參加
者與泥土親密接觸，在繁
忙的都市中找到令心靈寧
靜的一隅，體會自然之
美。當然，他對藝術餐廳
的計劃並不止於工作坊，
他希望未來可借出場地作
藝術展覽，或將舉辦更多
的文化藝術相關的講座及交
流活動。

陶藝家陶藝家李梓良李梓良堅守藝術客觀堅守藝術客觀

從李梓良的角度來看，藝術客觀，陶瓷更甚，燒
得到或燒不到，裂開或跌落，很多細節需要考

慮，不能只是考慮自己，也沒有故事可以講。的確，
他並不是一個喜歡對着作品講故事的人，即使是展覽
導賞，他介紹的也多是工藝和理念。「有人喜歡用作
品講故事，我不喜歡，我認為作品應該可以解釋自
己，心思意念觀眾可以自己領會。每個人的經歷都可
以是一個故事，當你喜歡的作品背後的故事與你心目
中的故事不一致，你是否還會喜歡它？」
他承認，做藝術家需要有自我展示的慾望，創出別

人意想不到的作品。他回憶曾經的自己也是這樣，早
年做的食器常繪有精美的圖畫，美觀勝於實用，「我
是讀藝術的，怎麼會單純做一隻杯或碗給你，周街都
買得到啦。我那時將食器作為畫布，希望用家只是買
來觀賞。」而現時，看着枱面的一百隻圖案相似又各
異的彩碗，他表示自己更傾向於運用最喜愛的粉紅
色、黑色、藍色、黃色，為食器畫上輕鬆而有效果的
圖案，「我不想用家看到這些圖案聯想到任何其他
事，只想他們專心食飯，不要胡思亂想。所以畫時要
內心撇除全部的事物，沒有固定的想法，只是以動作
去主導，就像答一百條選擇題，想要全部答錯，首先
要全部都識。」

鍾情藏碗製碗可承載萬物
讀書年代，李梓良的作品還是雕塑及裝置藝術，上

世紀90年代開始轉做具實用性的陶藝作品，當中的
陶瓷碗特別使他着迷。他拉坯做陶的時候，黏土在指
間流轉，簡單的提升、擴腹與捏壓便能在瞬間成形，
形態外展內斂，或粗獷或精緻、指痕在碗內外的留存
皆隨其心思意念而成。陶土在風乾或素燒後，他喜歡
在表面上刻畫、印壓、彩繪，以質感及釉色的變化表
達他的心境。
碗，無論在製作技巧、歷史文化、精神力行等多方

面都帶給他滿足與自如，對他而言，碗普通而親切，
卻代表着仰望與承載、奉獻與凝聚。與杯碟相比，碗
的承載量最大，使用形式亦最廣泛，可端、可捧、可
抱，亦可靜靜放置於枱面，都是與用家的親密聯繫，
正如他上月舉辦的陶瓷展所示——「一碗知足」。他
鑽研宋代陶瓷美學，收藏最多的同樣是碗，宋瓷簡約
之餘亦照顧用家感受，令他深受啟發。無論是杯或
碗，他所做的作品不只是用於觀賞，做食具時首先要
考慮的是觸感和安全，杯耳的大小，碗沿的厚薄，無
不傾注心機。將心比心，做者的用心，才換回用家的
留心。
用心，亦為簡單的食器增添藝術的美感，他這樣

說：「一件用心做出來的美的作品，我已覺得它具有
藝術成分，一隻用心做出來的杯，即使不裝茶我也覺
得它很美。陶器已有萬年歷史，未燒之前可回歸自
然，但燒製之後無法還原，永久存在。現時我們的身
邊太多物件，一件食具如何使用取決於用家，無論裝
茶、插花還是盛酒，首先它要具有存在價值。」

將陶瓷教學作畢生己任
李梓良1983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工藝學院（CCAC），
選修藝術，主力學油畫，獲學士學位。1984年他返港設
陶藝畫室，教授陶藝及繪畫至今，曾任教香港藝術中
心、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並於香
港教育學院擔任陶藝文憑課程統籌及導師等。他多次舉
辦個人展覽及應邀參與香港、美國、歐洲、日本、中
國、韓國等地重要展覽，作品被中國歷史博物館、香港
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及海內外私人收藏。
除了做陶，他將陶瓷教學作為畢生己任，既教授成人

陶瓷工藝運作、製陶方法、培養個人風格等，亦將黏土
作為媒介教授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歷史文化，及訓練他
們的專注力和覺察能力，「藝術創作很少如陶瓷一樣直
接，用手去感受黏土這種天然物料，並以多種方法去塑
造它。陶藝作品的呈現更為實質，既可以觀賞，又可以
使用。另一方面，黏土包容你在它身上做任何事，甚至
用來發洩，發洩之後或許會靜下來多些思考，在心靈上
有所沉澱。現時的香港人更需要這樣沉靜的時刻。」他
說。

徒弟有所成老師感欣慰
李梓良坦言，想要成為一名陶瓷工藝師，有很長的路

要走，在香港走這條路亦不易，需要堅定的熱愛來支
撐。早在1992年，他參與創辦「香港當代陶藝協會」，
定期舉辦分享交流會及會員作品展。幾十年的教學歷
程，有兩名徒弟令他印象深刻：一位是帶着兩個小孩
來學陶藝的中年女士，發掘到自己對陶藝的興趣卻因
年紀問題而踟躕不前，在他的鼓勵下成為徒弟至今
已五年，熱情不減，每周跟隨他做陶三四十個鐘，
有心學有所成令他倍感欣慰與感恩。另一位是他
中學同學的兒子，從小跟隨他的徒弟學陶藝，大
學時修讀電影，畢業後卻醉心陶藝，一心跟隨
他學習，「現在我所做的事，他已經可以幫我
完成七八成，搬出搬入、搋泥、教學等，幫了
我很多忙。在香港很難單靠賣陶瓷作品生活，
當學生有了扎實的基礎，我便會培訓他們教
學，提供工作機會。」
他還分享了一件趣事：有個女仔來

跟他學畫，原因是買衫不會配色，
學識線條、造型及顏色半年後，
好開心地對他說：「阿Sir，我
好開心喔，我識揀衫啦。」由
此他表示，學藝術之後可以
看到人的氣質變化，也有了
處事果斷的能力。

藝術餐廳藝術餐廳
喚起都市人逐美之心喚起都市人逐美之心

李梓良的女兒修讀建築，
雖沒有如他一般醉心陶藝成
為藝術家，但並不阻礙女兒
對美好事物的喜愛。他笑憶
女兒五歲時去美術館見到白
色宋瓷，即刻表現出喜愛之
情，要他做出一模一樣的送
給自己。
提起女兒現時多設計環保

及公共設施，而非豪華屋
苑，以及女兒喜歡他餐廳的
設計風格，他倍感自豪。
「我們性格不同，考慮事情
的方式也不同，所以餐廳設
計我沒有詢問她的意見，反
而她看到成果之後覺得很有
趣，因為是她意想不到的設
計。」

與女兒互相尊重
彼此意見■■藍色與黑色是李藍色與黑色是李

梓良喜愛的顏色梓良喜愛的顏色。。

■■李梓良專注拉坯李梓良專注拉坯。。

■■李梓良為陶碗刻花李梓良為陶碗刻花。。
■■李梓良的畫作背後同李梓良的畫作背後同
樣沒有故事可以講樣沒有故事可以講。。

■■《《千杯不醉千杯不醉》》中的酒杯以中的酒杯以
磁石固定磁石固定。。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李梓良與他的彩碗李梓良與他的彩碗。。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李梓良介紹李梓良介紹
徒弟的作品徒弟的作品。。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李梓良在陶藝工作坊授課李梓良在陶藝工作坊授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