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9都会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蓝峰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今 日 济 南 <<<<

大晖抱着幼小的儿子欣赏自己新完成的国画作品。

大晖家客厅的墙成了他创作巨幅山水画的“画板”。

微微信信““转转运运””
大晖画了20年国画，失意

数年。一年前他的妻子通过微
信卖出了他的第一张画后，大
晖开始接触微信，一年后，他的
微友增加到2300人，大晖的国
画作品通过微信卖出了几十
张。他的瓷版画作品通过微信
更是一发不可收，一名香港的
微友未曾谋面就坐飞机到景德
镇高价收购他的瓷版画，还邀
请大晖赴港办画展。大晖至今
还像在做梦，没想到微信居然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大晖1989年就读于山东艺
术学院国画系，20余年笔耕不
辍。2007年，是他人生中急遽转
折的一个年头，当时的他，事业
和生活突遭致命重创，除了画
笔，他一夜间一无所有。可以说
是“家道中落，妻离子散。”大晖
在极度困厄中蛰伏了整整6年，
但他无一日不作画。

2014年，他迎来人生第二
春，与泉城姑娘倩倩喜结连理，
同时，他初次开始接触微信，有
了23位微信好友。婚后，大晖倾
注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国画创
作中，由于他不追随市场潮流，
很难在书画市场上有立锥之
地。面对着上百幅呕心沥血创
作的画作和生活的压力，他感
到一筹莫展。

一次偶然的机会，妻子把
大晖的国画作品发到了微信朋
友圈，很快就有微友询价。起
初，他俩以为只是朋友随口问
问，就随便报了个价格，孰料，
微友看完画后，当场出价5万买
走了6幅作品。大晖没有想到，
自己的第一次卖画，竟然是通
过微信完成的。于是，他开始把
作品发到朋友圈，没想到他的
骏马系列作品居然全被收购。

去年，大晖携怀孕的妻子
到景德镇旅游，参观之余，大晖
顺手画了几幅瓷版画。多年的
国画功底和艺术素养使他的画
路有别于众多“艺匠”，他倾尽
全力把全部的国画功力都移植
到了瓷画上，大晖也没想到，平
生第一次“碰瓷”便获得了想要
的画面效果。欣喜之余，他把作
品发到微信朋友圈，经过23个
微友扩散，引起了远在美国的
一位吕总的关注，主动添加大

晖成为好友，经过交流，两人竟
然是1990年的老校友！校友当
即出价10万元，买下了大晖6件
瓷器作品。大晖的其他几名微
友也纷纷出价收藏，朋友圈的
转发，竟然能产生如此巨大经
济效益和作品的美誉度，让大
晖不但对瓷画“一见钟情”，对
微信更是视若珍宝。

从景德镇回到济南，他再
次借助微信的便利，从景德镇
预订了青花料和泥坯邮寄到济
南，试图画好后再寄回景德镇
烧制。但没想到的是，他预订的
16个瓶胎，经过千里颠簸居然
破损了15个。心疼之余，他意识
到，要想获得一流的作品，只有
亲赴景德镇。

2015年3月，大晖又一次重
返景德镇。此刻的大晖对瓷器
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他迫切
想要了解和亲身体会制瓷的整
个流程。但，自古制瓷的窑厂有
诸多不为人道的规矩，对于大
晖这样一个“菜鸟”级画瓷者，
很多地方是不容触碰的。恰在
此时，美国的校友提出想要定
制几套写有自己名字的高品质
专属茶具。这是一道难题，大晖
开始寻找最优质的手工茶坯。
但是，古窑工匠一口回绝了他
定制茶具套坯的要求。无意间，
他结识了古龙窑第十六代传人

“大头”后，索性住进古龙窑，和
窑工一家吃住在一起，成了古
龙窑大家庭的一员。

“大头”是制瓷的行家里
手，不但为大晖联系了景德镇
最好的手工壶坯，还帮大晖进
入古窑中的柴窑烧制茶具。72
套工序，23个小时——— 大晖第
一批定制青花玲珑茶具烧制成
功。欣喜之余，大晖迅速把照片
发到微信朋友圈，这批瓷瓶被
两位微友收购，总价达到近20
万元。

此时，大晖的微信好友已
经增加到2300多人，这一次烧
制的青花大福碗发到朋友圈
后，从未谋面的香港微友梁先
生立刻乘飞机专赴景德镇，高
价收藏了还带着温热的福碗，
并向大晖发出了去香港举办画
展的邀请。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影报道

大晖在景德镇窑炉旁画瓷瓶的时候，引来不少客商的注目。
(大晖微友摄)

▲一把大晖亲自设计、描
绘和烧制的青花玲珑茶壶出
炉，他仔细观看壶身上有没有
瑕疵。

大晖几乎每天都要更新增
加微友。

香港的梁先生坐飞机到景
德镇高价收购了大晖刚烧好的
一件大福碗。

(大晖微友摄)

大晖多次去景德镇跟古龙
窑老窑工学习传统烧瓷方法。

(大晖微友摄)


	C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