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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景漂”逐梦千年瓷都

　　1000多年前，装载着精美瓷器的船只从景德镇出发，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1000多年后，世界各地陶瓷艺术家来到景德

镇，再现“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盛景。

　　这些“洋景漂”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出于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向往，在景德镇工作、学习、生活。他们汲取着千年瓷

都的养分，也通过自己的双手推动了陶瓷艺术的创新发展和陶瓷文化的广泛传播。

　　汇聚世界各地陶艺家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的一个陶艺工作室里，茶壶、摆件、装饰品等琳琅满目，大小各异的陶艺品填满了不大的房间。它们造

型独特，色彩明丽，充满了浓郁的海洋气息，都出自“90后”小伙儿Allan Denis Naymark之手。小伙儿是一名来自美国纽约的

“洋景漂”，中文名叫“泥的明”。

　　“小时候在博物馆就看到好多中国古代陶瓷，我非常喜欢。”泥的明用流利的中文说。他父亲是考古学家，在大学任教。泥的

明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国古代陶瓷产生了浓厚兴趣，8岁便开始学习陶艺。他在美国获得了4个学士学位，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和陶

瓷雕塑。

　　2013年，泥的明第一次来景德镇，便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2015年夏天开始在这里定居。大学毕业后，泥的明前往景德镇陶瓷

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于2019年毕业。“世界各地陶瓷艺术工作者都汇聚在这里。”泥的明说，景德镇有悠久的制瓷历史，较好保

存了中国古代的制瓷技艺，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古代瓷器的感觉。在他看来，景德镇有着非常完备的制瓷产业链，可以很方便地买

到各种陶瓷原料，用于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像泥的明这样的“洋景漂”，目前有5000多人，其中不乏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哈佛大学的博士以及国际陶艺界的“泰

斗”级人物。景德镇珠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洋景漂”在元明清时期就零散出现，改革开放后已颇具规模，尤其是进入

21世纪，来景德镇的外国人就更多了。“如今，景德镇的陶溪川国际工作室、三宝国际陶艺村、乐天陶社、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

院等，已成为‘洋景漂’的主要聚集地，他们在这里享受着创造的乐趣”。景德镇珠山区委书记高翔说。

　　“景德镇厚重的文化传承和精湛的制瓷工艺，对热爱陶瓷艺术的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洋景漂’们在感受千年瓷都文化的同

时，还能在这里完成几乎所有与陶艺相关的创作。”景德镇陶瓷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洋景漂”在获得陶艺技

能和更深感悟后，有的到世界各地传播陶瓷文化；也有人长期驻留景德镇，开设工作室，全身心融入当地进行艺术创作。

　　通过瓷器了解中国

　　“在这里很幸福，真的很幸福。”来自意大利的李曼发自肺腑地对记者说。今年27岁的她，是一名特殊的“洋景漂”，目前在

景德镇陶瓷大学攻读研究生。李曼的研究方向是艺术学。对她而言，所谓的幸福是指在景德镇可以观摩各个历史时期风格迥异的陶

瓷艺术品。“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陶瓷制品是无法触摸的；但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我们在做研究时可以‘上手’。”李曼兴奋地

说。

　　高中时，李曼在历史课上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哲学，从那时便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18岁那年，李曼来到中国北京、西安、上海

等城市旅行，对中国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李曼的本科专业还是中国文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与中国“有缘分”。

　　“在西方，几乎所有青花瓷都来自景德镇，克拉克瓷也是景德镇生产的。”李曼告诉记者，3年读研时间里，李曼一有空就往

各个工作室跑，跟着各国陶艺家学习陶瓷制作，了解各种艺术观念，后来自己也开始上手“玩泥巴”。“因为我发现要研究陶瓷，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自己不去体验，一些小细节是无法从纯粹的理论中了解的。”李曼说。

　　在李曼看来，陶瓷制品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还代表着艺术家的生活观念，蕴含着一个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体现了一

个时代的审美和科技发展。“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我可以透过中国陶瓷来了解中国各时期的文化特点。”李曼自己非常喜欢宋代

瓷器，她认为宋瓷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雅与有序。

　　据悉，景德镇依托国内独有的陶瓷高校平台，与美、英、法、日、韩等国家和地区30多所高校和国际陶艺家协会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每年约有100名留学生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他们在这里学习陶艺知识、制瓷技艺，进而认识中国文化、认识中国。这些

留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在本校攻读，或留在景德镇创业，还有人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陶艺教学和文化传播。

　　文化艺术交融更加频密

　　泥的明喜欢从海洋、森林中寻找灵感，也喜欢用一些废弃物品再创作，他还会把自己对古代中国、古埃及、古希腊瓷器的理

解，融入到创作中。“我们使用的材料可能相似，但每个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全世界的艺术创意都在这里碰撞。”泥的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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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景漂’们被景德镇陶瓷文化所吸引，同时又为景德镇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艺术手法、新的制作工艺、新的产品。”景德

镇陶瓷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互动创新下，景德镇瓷艺的新品种、新材质、新工艺、新画风层出不穷，形成了国画、油画与

瓷画的对话，本土与“洋景漂”的对话，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对话。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开放包容已熔铸为景德镇鲜明的城市特质。景德镇人与世界各地陶艺家互通有无、求同存异，融汇成源远

流长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今天，这样的文化艺术交融变得更加频密，让景德镇的未来充满更多可能和无限遐想。

　　目前，泥的明正在着手更换一个更大的工作室，大概半年后就可以运营。未来，他想创作更多大型陶艺品。“我还会继续留在

景德镇。”泥的明非常肯定地说。

　　而今年即将毕业的李曼，则把毕业论文题定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从艺术哲学理论谈中国陶瓷的发展”。“我的研究始终与

中国文化、中国陶瓷相关，毕业后我想继续留在中国。”李曼说。她希望以后有机会在意大利办讲座，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多

地方。（本报记者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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