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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儿明鉴眼中，李铁
映对瓷器的热爱与钻研，让他
在退休后开始了一段与以往不同
的人生。
李铁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虽然
是物理专业出身，但年轻时就对书画艺术
创作情有独钟，对瓷器艺术更是痴迷。
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他多次深入景

德镇的博物馆、院校、研究机构、企业甚
至作坊，与景德镇陶瓷界的专家学者、技术
人员研究探讨珐琅彩瓷的发掘与传承。他还
尝试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将石头、玻璃、石
英等材料融合到陶瓷创作中，使作品的结构、
颜色更合理、出色。

因为热爱，李铁映利用业余时间不断钻研、
探索，时间一长，他在瓷器鉴赏方面也成了专
家。紫砂是门综合艺术，集绘画、雕刻、泥塑、
书法、工艺于一身。在行家眼里，一把紫砂壶不
仅能体现形、色、声、味，还能反映出创作者本
身的精、气、神、韵。有一次，李铁映在紫砂艺
术家顾治培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一把刚制造出的
“争鸣壶”。壶的造型润和、圆滚，壶上停着一只
活灵活现的知了，双眼明亮，薄薄的双翅似乎在
振动。李铁映非常欣赏，竟脱口而出：“这把壶
的主人，少说也该到知天命 （#" 岁） 之年了吧！”
李铁映话音刚落，顾治培正好进入工作室，听到
李铁映如此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段，
就 知 道

遇到了行家。
对于瓷器，李铁映不仅仅会鉴

赏，还亲手设计、创新。$%"&年，李铁
映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
一职，开始了专职“瓷器生涯”。置身于
瓷器艺术中，他如痴如醉，逍遥自在，虽
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收获更多。至今，他
亲手制作的作品已有几千件。

李铁映还擅长在瓷器的泥坯上刻书
法作品。$%%' 年，为了纪念父亲李维
汉，李铁映精心挑选了瓶、樽、画筒等
不同形状的 () 件德化窑瓷，在上面刻
出父亲的出生年月、革命历程、历任职
务以及在不同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用
不大的篇幅，浓缩地记录下父亲光辉的
一生。这组德化窑瓷，虽然形状不一，
色彩不同，大小各异，但在这些文字
的串联下，巧妙地融为了一个整体。

在泥坯上刻字是无稿创作，要有
很高的书法造诣，还要很好地理解及
把握泥土的特质，才能够做到行云流
水、动静相宜。李铁映的这组作品
被业内人士评价为“通过结构的疏
密、点画的轻重、行刀的缓急来表
现情感”，他从此被称为“中国铁
笔刀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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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知道李长春也会
木工手艺的人并不多。** 月 $+

日，记者来到中国紫檀博物馆，在
东展厅西北角见到的一个衣柜和一
个书柜就是由李长春亲手制作的，
并曾陪伴了他近 &,年。
衣柜高约 *-'米，左侧镶有一面

扇形梳妆镜，右侧是一面长方形的穿
衣镜。柜体上的 &个抽屉均匀分布在

两面镜子下，梳妆镜下还设
有一排储物格。储

物格的两扇玻
璃门上各
有 一

只手绘喜鹊，它们昂首相对，立于腊梅枝头，相映成
趣。衣柜的造型虽然有强烈的年代感，但因为经过了打
磨，表面形成包浆，色泽依然鲜亮。

与衣柜相比，书柜的设计更加古朴自然。约 .-) 米
高的书柜共分 & 层，上 / 层是陈列层，配有玻璃拉门，
最下一层设计成对开门，以免书籍受灰尘和湿气的影
响。“八”字形的底座支架，有利于书柜在长期使用中
能保持稳定。

.!'0 年，$& 岁的李长春进入辽宁省沈阳市开关厂
做技术员。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工厂会定期把各地
发来的包装箱作为劈柴分给大家烧火做饭。李长春舍
不得全部烧掉，从中挑选了一些大的木料，自学制作
家具。

两件家具尽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抽屉、拉
门依然活动自如。紫檀博物馆办公室主管孙百珍说，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们是榫卯结构：“这是中
国传统家具的结构方式，主要特点是很少，甚至
不用钉子。比如这个衣柜，就只在合页上使用
了钉子。现在市面上很多家具已经失去了这
一传统特色。”在孙百珍看来，这正是此
次展出的意义所在：“由于经济条件
所限，那个时代自制家具很普遍，
这两件家具反映了时代特色。
最重要的是，它们为中国传
统文化留下一抹记忆，让
现在的年轻人能更好
地感受和继承。”

李岚清的
篆刻技术是他从
晚年才开始学习
的。

$%%/ 年，李
岚清从国务院副
总理的职位上退

下来。他给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了 0 个
字———健身健脑、读书创作。篆刻，就是
他健脑的独特途径。

小时候，李岚清家的胡同口有
一家刻字店。他每天都去看师傅们
刻字，觉得非常有趣，就用修脚的
刀子在普通石头上刻着玩。李岚清
觉得，那就是自己在篆刻艺术上
的所有“功底”。退休后，+* 岁
高龄的李岚清决定重拾年少时的
兴趣，自学篆刻。

初学时，李岚清的好朋友、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潘公凯曾经“警告”他：“学篆刻可得小心，
是会上瘾的。”李岚清对此满怀信心：“我自认
为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种痴迷上瘾的
事儿，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没想到，这

一学，他竟然真的陷了进
去。“为了一方印，即使影
响睡觉我也一定要刻完。
有时候很晚了，夫人叫我
去休息，我手一抖刻坏了，
还要冲她生气。”李岚清
就像一个饿久了的人，如
饥似渴地研究篆刻艺
术，到 $%*$ 年，他已刻
了 0%%多方印章。

传统的印材如寿山石等价格较高，
李岚清就找了不少新材料代替，如人
造石、瓷、砖块、木头等。考虑到
外形美观的问题，他别出心裁地将

漆艺、点螺、
擦漆、贴金等
工艺技法加
以利用，使
制出的印章兼
顾经济与美观。他还很注重
篆刻形式的创新，总是试图刻
一点别人不常刻的东西。有一
回受人之托篆刻生肖印，他查

阅印谱，发现大都是传统形态，于是
就尝试将卡
通 画 入
印，并
尽

量使它“长”得可爱一点。
李岚清篆刻的内容记录了人生的方方

面面，有亲历的历史事件，如“世行无息
贷款，教育项目优先”、“三来一补，功不
可没”；有对处世的体悟，如“乐道”、“圆
融”、“诚信”；还有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如
“过度包装”、“不合格”等；更多的是记录
其生活趣事。
“石可言美、石可言志、石可言情、石

可言趣、石可言事”，李岚清用这 $%个字来
形容他对篆刻艺术的感悟。他更想做的，是
让更多人体味篆刻之美。他研究出许多篆刻
的新材料和新技法，就是希望能把篆刻变
成一项“大众艺术”，赋予印章更广泛的用
途。“年轻人喜欢结婚交换戒指这一套西
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增加点中国元素———

交换印章；父母金婚、生日纪念，子女送
他们一对印章，比什么礼品都好。还有，
可以学习奥运会的‘中国印’，把篆刻用
于商标、标志。”李
岚清说：“让篆刻
艺术跟进时代步
伐，贴近大众，走
向现实生活，雅俗
共赏，更好地传
播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月 $0

日，记者来到
广州艺术博物馆。

+天前，“中国紫檀
博物馆馆藏珍品特展”
在这里拉开帷幕，李瑞
环亲手制作的 *+件家具正
是这个展览的一大亮点。据
介绍，直到十几年前，李瑞环
都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家里还
在使用这些家具。博物馆为李瑞环
的这组家具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展区。
*张双人床、$个床头柜、&个双门书
柜、*张书桌、*把椅子、$个单人
沙发和 * 张小茶几，
展区正中

间还
放着 * 张八仙桌

及 &把方凳，日常生活中能用
到的家具，这里几乎都能见到。

*!/& 年 ! 月，李瑞环出生于天津市宝坻县
（$%%*年撤县设区）霍各庄镇陈家口村，父母都
是普通农民。他曾回忆说：“*+岁时，我到北
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
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
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
木匠。”后来，李瑞环成为北京
第三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

*!') 年，李瑞环出
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
公司党委副书记
兼北京建筑木
材厂党总支
部 书

记。其间，他参与了沙发的设计：改进靠背设计，
使它靠起来更舒适；并通过对支撑腿的改造，令
它放置更稳固；将扶手改为全木质，色调也相应变
浅……

*!''年至*!+*年，李瑞环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
棚。苦难的岁月中，他重操旧业，用扫大街捡来的树杈和
别人不要的劈柴做材料，手工拼接成沙发、餐桌、凳子、
写字台等$'件家具。有时候，仅一件就得用0%%余块劈
柴。这一时期，李瑞环做的家具主要由深浅两色木料
拼接成菱形花纹，远远看去如同手工绘制般工整，只
有走近仔细观赏，才会发现拼接时留下的微小缝隙，
但用手摸上去非常光滑，完全没有痕迹。

“文革”结束后，李瑞环调任天津市市长。当
了领导，他也没有丢下木工手艺，经常利用业余
时间制作家具，只是风格和原来的有了明显区
别：以常见的杂木为主料，水曲柳贴面，再涂
上自己调制的红褐色漆；设计上也更接近
现代家具的简洁明
快。

** 月 $+

日，李长春手

工 制作 的 衣

柜、书柜在中

国紫檀博物馆

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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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看到的多是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的风采，却很少

有机会了解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最近，中共中央政

治局原常委、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

春手工制作的家具一亮相，就立刻受到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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