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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黑陶文化艺术节现场秀幽默

“我只是一个山东老头”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李

明华) “我希望在下一个十年、
二十年，德州黑陶艺术发展得更
加成功。”10月28日，前外交部部
长李肇星在德州市博物馆报告
厅的演讲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此次，李肇星作为嘉宾前
来庆祝中国德州“首届梁子黑陶
文化艺术节”的开幕。

不同于其他演讲人，李肇星
小跑上台演讲，展现了这位72岁
高龄老人身体的硬朗。“让我上
来说话，风险比较大……我现在
成了个山东的老头，说话可能比
较老套。”一上来，李肇星自我调
侃式幽默一下子调度了现场的
氛围。

话德州谈古又论今

李肇星从他的家乡谈起，回
忆起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而
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在革命
时期，山东人民作出的巨大贡
献。德州对于中国外交的贡献比
较大，“德州还埋葬着一位菲律
宾国王。”

说起德州的太阳能，李肇星
也很有期待。他说一位德州朋友
称自己的太阳能技术“一般一
般，世界第三”时，他认为“第三
也不错，我们将来还要成为世界
第一。”他希望德州太阳能技术
能够像奥运会冠军一样发展成
为世界第一。

当“助理”幽默又动情

“我羡慕我爱人的一件事是
她当上了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
的名誉校长，而我不是。”李肇星

说，“而我只是名誉校长助理。”
他的幽默让现场观众们又一阵
欢呼。随后他谈到自己和夏津县
特殊教育学校的关系以及在学
校的见闻。当提到他在学校听到
聋哑孩子学会说话时，李肇星演
讲现场一度哽咽。

据了解，李肇星跟夏津县特
殊学校的关系，可追溯自2009年
5月31日，李肇星夫人秦小梅专
程前往夏津特殊教育学校，为孩
子们送去电脑和书籍。在今年的
3月27日，李肇星携夫人再次来
到该学校，这次秦小梅成为学校
的名誉校长。

说黑陶赞美又期许

“黑陶是美丽的。”李肇星
说，“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宁愿
是一个长不大的山东的乡下
人。昨天一来，为了非常重要的
艺术节开幕式，我就向梁丽霞
老师请教。”中国陶的历史至少
有七千一百年，制陶技艺历时
悠久。到三千年前，德州黑陶艺
术开始在神州大地有了自己的
一席之地。到了改革开放年代，
黑陶事业在德州有了蓬勃发
展。李肇星评价梁子黑陶在最

近10年间，使传统的黑陶技术
有了质的飞跃。“它不光是一种
陶的工艺，而是把我们祖传文
化书法和绘画和陶的工艺有机
地结合起来。”李肇星说，“我经
历过好几代中国领导人把黑陶
作为国家的礼品送给外国友
人。”

“十年，在历史上是短短的
一瞬间，十年就取得这么大的成
就。”李肇星说，“我希望在下一
个十年，党的二十大，再下一个
十年，党的二十二大，我们的黑
陶艺术在德州发展得更加成
功。”

在报告厅里，李肇星的演讲
不时地引来阵阵掌声，不少市民
都拿出自己的手机录下了他的精
彩演讲。“跟别的领导讲话不一
样，李肇星部长太幽默了。”市民
刘女士说。市民张先生说，“没想
到一个这么大的领导人还会这样
开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个山东
的老头。”一位拿着自己的手机在
录像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么大领
导的演讲，还是这么幽默，这么耐
人回味，想留下来给朋友们看
看。”

随后，李肇星在解说员的陪
同下开始参观博物馆。这位老人
一只手拿着纸，一只手拿着笔，时
而聚精会神听解说员介绍，时而
和周围的人进行交谈。更多的时
候，当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知识时，
这个70多岁的老人抱着“刨根问
底”的态度一追究竟。在一张西汉
时期德州区域图前，面对自己不
懂的“瑗县”时，李肇星就向解说
员提问，纠结于“瑗县”到底是什
么意思，并追问在德州的具体位
置。这位老人的提问，有时也让解
说员“哑口无言”，答不上来。

李肇星曾说过，“在知识的面
前，自己永远是一个学生。”在面
对自己不懂的知识时，这位老人
俨然成为一个学生，在孜孜不倦
地学习。

“山东老头”

拿自己开玩笑

格现场花絮







李肇星参观德州市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明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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