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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里面淘金

两名80后追寻“陶艺梦”

在店内，记者看到了不少的陶艺。说起
陶艺，王阔告诉记者：“每一件陶器都是用
手捏出来的艺术品，独一无二。”

杜博华告诉记者：“店里的所有的设备
和陶泥都是从景德镇发的货，要想做出好的
陶艺，设备和泥都是非常重要的。”记者看
到在杜博华的手下，那些泥巴仿佛有了生
命，经过拉坯、晾晒、修坯、雕刻、上釉，
烧制等一系列环节，变成了一件件富有灵性
的陶艺作品。这些作品看似并无华丽的外表
修饰，却无一不透露着淡雅的艺术气息。

“都说制陶难，难在烧制。在一千多度
的窑火洗礼下，完美的陶艺作品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王阔说，因为使用古法柴窑的烧
制法，窑里的火候、温度、空气都充满着不
确定性。有时候，他和杜博华一起精心构思
一周的作品，最后却因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而支离破碎。

“现在，在一些大城市，陶艺手工课已
经走进了教室。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把陶
艺带进教室，让孩子们感受其中的乐趣和文
化。陶艺最有意义的是亲手制作，因为它是
可以为家庭见证快乐与浓情的可永久保存的
艺术品。最重要的是不需要任何功底，只需
要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却又变化无穷、充
满乐趣，一步步引你走向艺术的殿堂。”王
阔说道。

王阔表示，孩子从小接触陶艺可以受到
艺术的熏陶，从中锻炼动手能力，非常好地
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成果。下一步，他希望将
陶艺这项手工艺送到学校里，为孩子们传授
中国传统陶艺所特有的艺术，以及它的制作
过程和技艺。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和学习到
陶艺的制作，目前还正在筹划中。

中国传统陶艺制作源远流
长，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为了将这一传统文化传承并创
新下去，我市有两名80后追寻
着自己的陶艺梦想，他们就是
26岁杜博华和28岁王阔。10
月6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杜博华:放弃国外高薪返乡创业

来到市区黄山路与沙北路交叉口附近的一
个院子，一家创意手工坊的招牌悬挂在显眼的
位置。走进院内，门口放着一辆80年代的自行
车，而进店后，摆放着各种绿色植物，和一些
做好的陶瓷品。手工坊占地100多平方米，里面
分布着陶艺体验区、工作区、展示区等多个项
目，颜色各异和形状不一的陶瓷品分布于每个
角落，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初见杜博华时，她正在修整陶艺品，与身
后一排排简洁、舒雅的陶艺作品仿佛遥相呼
应。“这些都是刚刚晾晒后的半成品，接着要进
行修整、雕刻和上色。”杜博华对记者说。

据了解，杜博华于2012年在马来西亚思
特雅大学毕业，所学的是大众传媒。而之所
以选择陶艺创业，她告诉记者：“我们与陶艺
结缘的故事，就是我们在一次外出旅游时，
不经意的看见一家陶艺手工坊，感觉很有情
调。便回来商量着，在漯河也开一家这样的
小店，让更多人来喜欢这样的手工。”

在一旁的王阔笑着说：“我和杜博华是高
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杜博华就出国留学了。
中间有两三年偶尔联系。今年 4 月杜博华回
国时，并没有想着要一起创业，因为杜博华
在国外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我当时在国外的工作是翻译，一个月
差不多2万多人民币的工资。回国时想着休假
一段时间，再回国外继续工作。但是今年5月
和王阔一起去旅游时，发现了陶艺手工坊，
并且体验了一番，就感觉在漯河开个这样的
小店肯定很不错。”杜博华说道。

当记者问道：“在国外有着一份高薪工
作，为什么放弃了呢？”杜博华告诉记者：

“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回到漯河主要还是因为
父母。也想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和王阔
一起创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陶艺制
作，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传统文化，也可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陶艺。”

王阔：生命重新起航 寻找创业伙伴

而对于王阔来说，杜博华就是他最好的
伙伴。他告诉记者：“去年自己被查出了重大
疾病。当时整个人都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家人也为我天天担心。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好
像走到了尽头，没有一点意义。”

“父母带我去大医院治病，动过两次手
术后，病情开始慢慢地好转。当时我感觉自
己有了第二次生命，心里就想年轻人不应该
这样庸庸碌碌，于是，我决定寻找伙伴一起
创业。”王阔说道。

当记者问道：“为什么选择了自己的高中
同学杜博华呢？”王阔说道：“首先就是因为

我俩是高中同学，彼此都有所了解；其次就
是志同道合吧，把陶艺手工坊开办在漯河的
想法是我和她一起想到的。所以，我俩就是
最好的‘盟友’。”

记者问道：“是什么让你喜欢上了陶
艺，并开始创业？”王阔说道：“在中国，
陶艺经历了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时
代风尚的不同、审美观的变化等，这种传
统的文化特别吸引我。在旅游中，发现一
些街道有陶艺手工坊，尽管只是一眼之
缘，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却在心里扎下了
根，不能忘怀。”

俩人拜师学艺后开启“陶艺梦”

创业之初，两人商定共同出资。由于是
首次创业，对许多事情的规划、策划都不是
很熟悉，经营方面也不是很成熟，王阔和杜
博华便决定，利用手工坊装修之余，到工艺
较好的景德镇陶瓷工厂去拜师学艺。

“在景德镇学习的那段时间，让我太难
忘了。当时，我去的时候没有带拖鞋，景德
镇那几天还下着暴雨，从酒店去学习的地方

需要走着去，鞋子进水，像‘船’一样，一
兜水。”杜博华说道。

本着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信念，历经
考察，俩人还去了许昌禹州等地进行学习。
通过在景德镇、禹州等地方系统化学习归来
后，店面也装修完毕。在今年7月23日，杜
博华和王阔的陶艺手工坊正式开业，同时也
开启了他们的“陶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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