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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聋人家庭从小听力困难、5

岁受父亲影响学习绘画、24岁开始学

习刻瓷艺术创作，多年来刻制的数百

件作品备受推崇。今年刚满60岁的艺

术家孙世斌，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绘

画天赋，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陶瓷艺术

创作之路，在无声的世界创造别样的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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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艺人孙世斌让书画活在瓷盘上

本报记者 杨林 吕璐无声世界，画笔添色彩

孙世斌出生在一个聋
人 家 庭 ，天 生 就 听 不 见 声
音 。喜 欢 绘 画 的 父 亲 遗 传
给 儿 子 艺 术 基 因 的 同 时 ，
也 给 了 他 扎 实 的 启 蒙 教
育。5岁的孙世斌还没有上
小 学 ，就 已 经 会 在 纸 上 画
小 兔 子 ，渐 渐 地 学 会 画 更

加复杂的奔马、老虎、花鸟
和人物。而孙世斌用笔“告
诉 ”记 者 ：当 他 很 小 的 时
候 ，听 不 见 声 音 也 不 会 说
话，每日的生活十分枯燥，
除 了 跟 着 父 亲 学 习 画 画 ，
还照着小人书上的插图画
画。

8岁时孙世斌正式进入
青 岛 市 中 心 聋 校 学 习 。学
习 文 化 课 的 同 时 ，他 没 有
放 弃 画 画 。老 师 发 现 了 他
的 爱 好 以 后 ，协 助 培 养 他
的 绘 画 才 能 ，那 时 孙 世 斌
的绘画作品就多次被选中
参加少年宫美术展。

从画画转战刻瓷艺术

对绘画的执着引领孙
世斌走上了艺术道路。1 8

岁时孙世斌进入一家假肢
工厂工作，当一名搬运工，
有 了 稳 定 的 收 入 。孙 世 斌
觉得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职 业 ，他 的 休 息 时 间 大 都
用 在 了 作 画 上 ，画 出 的 山
水 风 景 秀 丽 、人 物 惟 妙 惟
肖。

上世纪七十年代，2 4

岁的孙世斌经过朋友介绍
认 识 了 张 岱 峰 。张 岱 峰 是
青 岛 著 名 刻 瓷 大 家 、高 级
工 艺 美 术 师 。当 看 到 张 岱

峰 用 一 把 小 锤 ，在 一 个 个
原本苍白单调的瓷盘瓷瓶
上刻出栩栩如生的花鸟鱼
虫 时 ，孙 世 斌 被 深 深 地 震
撼 了 ，他 在 瓷 盘 面 前 流 连
忘 返 。受 到 这 种别 样 艺 术
形 式 的 吸 引 ，孙 世 斌 开 始
跟 随 张 岱 峰 学 习 刻 瓷 艺
术。

他找盘子，买工具，四
处 参 观 学 习 别 人 的 作 品 。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孙世
斌 对 刻 瓷 迷 得 疯 狂 ，工 作
之外所有的时间都在家进
行 练 习 。起 初 邻 居 们 都 不

知情，听到“叮叮”声总是
跑去问：“你整天敲打啥？”
开 始 时 ，孙 世 斌 使 用 家 中
的 旧 盘 子 练 习 ，因 为 没 有
经 验 ，镌 刻 时 用 力 稍 有 不
当，瓷盘就很容易裂碎，哪
怕是即将成功的作品也会前
功尽弃。就算完成了作品，刻
上画作的盘子仍被家里继续
使用着。“家人在吃饭时能感
受到一种艺术氛围。”孙世斌
笑着在纸上写道，刻盘虽然
精美，但是日常使用后不好
清洗，这让妻子有时觉得“有
些浪费”。

三十年刻瓷刻成大师

几十年的绘画功底为
他的刻瓷创作奠定了深厚
的基础，画好再刻好，渐渐
地不断探索，孙世斌的刻瓷
手法日臻成熟，他就前往淄
博购买白盘。由于白盘每盘
要三四十元，孙世斌用着格
外仔细小心。他创作时听不
到外界的嘈杂声音，本身又
是慢脾气，所以创作细腻，
刻出的作品画面立体、形象
逼真，十分传神。从此，孙世
斌拿起的刻刀就再也没有

放下过。
早在1989年，孙世斌所

刻的人像就在青岛市首届
残疾人美术书法工艺品展
览中获奖，随后所作的刻瓷
作品《红楼梦》在山东省聋
人美术工艺展中获奖，他的
作品在青岛、常州、香港等
地多次获奖。他还曾被上海
西冷印社聘请，刻制了数百
件 作 品 ，多 年来被誉为至
品，为中国第一批刻瓷盘的
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2年后，孙世斌所在
的工厂倒闭，他便开始专心
在家刻瓷盘。在刻瓷界，他
过去所刻制的瓷盘《希腊神
话》、《红楼梦》等作品被赞
誉犹为精绝，雕刻作品《海
纳百川》还被青岛市奥帆博
物馆收藏。现在，他被聘为
青岛市青九画苑的副理事
长，同时也是青岛市市南区
聋协主席。每当有朋友结婚
或者庆生，他就创作一个精
美的刻瓷盘慷慨送人。

刻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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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击刀凿，下“笔”更用心

《奥运福娃》、《希腊神
话》、《弥勒佛》、《猛虎》，在
他不大的卧室内摆满了精
美的刻瓷作品。孙世斌告诉

记者，刻有希腊神话的瓷盘
是他在1993年创作的，这是
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瓷盘
画面构思精巧，画中的人物

神采飞扬。孙世斌介绍，他
一般用一天时间画好要刻
的内容，再用 7到 1 5天将盘
子刻好，作品《希腊神话》就

▲孙世斌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摆放在家中。

吕璐 摄

孙世斌的刻瓷作品。 吕璐 摄

虽然在众人眼中孙世斌已
经极为成功，但他每天仍要刻瓷
七八个小时，不敢懈怠。享受着
刻瓷创作带来的乐趣，有时他也
苦于没有交流的对象，常常感叹
现在爱好刻瓷的人太少。每次孙
世斌去看艺术品展览，都很难看
到刻瓷作品。孙世斌说，他现在
正准备参加国际刻字艺术大赛。

去年10月4日，孙世斌曾受
邀在百雀林表演刻瓷，吸引了很
多中外友人前去观看。“每次完

成一件刻瓷作品，心里十分舒
心。我还是醉心于刻瓷创作，打
算继续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了
解刻瓷艺术。”他在纸上写道，刻
瓷是中国传统的陶瓷装饰技法
之一，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但是，从事刻瓷艺术的人少之又
少。因为刻瓷艺术是个“纯手工
艺术”，他希望传播刻瓷技艺，帮
助更多的残疾人学习手艺，创造
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更好地走向
社会。

未来打算在青岛

继续发扬刻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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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用15天刻好的。
记者看到，卧室的桌面上

摆放着一个尚未刻好的瓷盘，
一个僧人在悠然地吹着箫，旁
边一只老虎侧卧，仿佛在静静
地欣赏箫声。采访时孙世斌向
记者展示刻瓷的过程，他在卧
室中一手执锤，一手执凿，埋首
在瓷盘上刻画。凿的顶端呈锥
状，便于在坚硬的瓷器表面刻、
凿。他听不到瓷盘和铁凿的撞
击声，外界的喧闹仿佛与他无
干。通过锤击刀凿的变幻，线条

的情趣神韵就出来了。不一会
功夫，老虎背部就被刻上威风
凛凛的花纹，栩栩如生。

孙世斌喜欢刻画人物面部
细腻的表情，瓷盘很硬，必须用力
握笔。他向记者介绍，听不见外界
的声音，不能通过声音感受下笔
的效果，所以创作时必须更加专
注，手上力道拿捏必须讲究。如果
是人物的衣服，出现失误后可以
简单修改，进行弥补，但是刻画人
物的面部时就要十分谨慎，一步
刻错就浪费了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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