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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5岁的罗敬频考取安亭

师范学院。当时，琴棋书画都是师范

院校的必修课，但罗敬频唯独痴迷绘

画篆刻。为了买篆刻用的印石，他每

个月都要省吃俭用。1983年的一天，

罗敬频在书店见到印坛巨擘陈巨来的

篆刻集，这是他心仪已久的书，但13.5
元的价格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不啻于天

价，囊中羞涩的罗敬频向同行的两个

同学借了10元钱，才把书买回家。

毕业后，罗敬频顺理成章回老家

青浦做了一名老师，但是，他满脑子想

的还是创作。一走下讲台，他就掏出

笔墨和刻刀，画画、篆刻，手上磨出水

泡、眼睛熬得通红都是常事。功夫不

负有心人，慢慢地，他的作品开始在画

界崭露头角，1988年，经人引荐，罗敬

频进入青浦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

师。从普通教师到一名专业的画师，

罗敬频只花了4年的时间。

然而时隔五年，罗敬频却以商人

的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1993
年，罗敬频不顾家人反对，用办婚事的

3万元礼金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上海嘉新房产开发公司。“有经济

实力的支撑，艺术创作才会不受限

制！”罗敬频一边投身商海，另一边在

时刻准备着回归艺术。罗敬频说，自

己对艺术的追求，就如同心中住了一

匹永远在奔腾的野马。

心里住了一匹野马

罗敬频，1965 年生，著名陶瓷艺

术家、策展人，申窑创办人，曾获“法

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中法文化交

流年特别奖”。现任上海中国陶瓷艺

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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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下讲台至今从走下讲台至今，，罗敬频做过专职画师罗敬频做过专职画师，，也经历了商海浮沉也经历了商海浮沉，，如今如今，，申窑创始人申窑创始人，，成为了他最醒目的标签成为了他最醒目的标签。。

十余年间十余年间，，申窑从不被业界看好申窑从不被业界看好，，到成为陶瓷艺术界的标杆到成为陶瓷艺术界的标杆，，都离不开罗敬频大胆的创新和对完美的极致追求都离不开罗敬频大胆的创新和对完美的极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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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申窑已经“定居”江桥镇新泽源画家

村，罗敬频对烧瓷的探索也已进入单色釉领

域，这对烧制的难度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为没有彩绘的掩饰，纯粹依靠釉色来吸引人眼

球，所以对瓷器的整体美感要求特别高，烧制

时要特别留意釉面质量和光泽感。”罗敬频如

是说。

难度越大越能激发罗敬频的挑战欲望。

就在最近，申窑成功烧制了 600 只郎窑红杯

子，不仅颜色纯正，而且杯身内部都没有开片，

这是极少见的。

罗敬频的探索不止于此，在上海建一座柴

窑才是他最大的梦想。柴窑烧出来的陶瓷，相

当于柴火土灶烧出来的米饭，对火候和烧制技

法的要求极高，而成品的质量也不言而喻。如

今，中国范围内的柴窑陶瓷已属罕见，更不要

说在都市里建柴窑。但罗敬频认为值得为此

冒险。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投资近亿元、占

地 25亩的现代柴窑即将在江桥镇建设，首批

作品可于明年金秋面世。

都市里冒险建柴窑44

1998年，去瓷都景德镇旅游的一

次偶然机会，使罗敬频看到了自己回

归艺坛的契机。那天，他和同行的画

家朋友找了家陶瓷作坊，抱着玩票的

心态，随意在瓷坯上画了些图案，然后

拿去烧制。成品出来后，罗敬频和朋

友都惊喜不已——颇具现代感的绘画

烧制在造型各异的瓷器上，加上陶瓷

温润的光泽，不仅不显突兀，与传统瓷

器彩画相比，还去除了浓重的匠气，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凭着对于艺术的

敏感，罗敬频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陶

瓷走向当代的一条新路。

回到上海后，罗敬频立刻开始了

有关陶瓷的学习，经过3年时间准备，

2001年，罗敬频把经营多年的房地产

事业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接手了一家

濒临倒闭的小陶窑，在江桥镇虞姬墩

路找了间1000余平方米的厂房，成立

了自己的瓷窑——申窑。

申窑在成立之初，并不被圈内人

看好。在大都市烧窑，要克服许许多

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陶土、釉水的

来源，烧制技术的控制等，更何况上海

没有烧窑的传统，用什么保障产品的

品质和价值？面对质疑，罗敬频坚持：

申窑一定能烧出自己的味道！

与画家签约，是罗敬频走出的第

一步。申窑成立以来，罗敬频先后与

知名画家俞晓夫、黄阿忠、马小娟、石

禅等签约，并从景德镇请来经验丰富

的窑工，与画家们一起对瓷器的图案、

造型进行设计。

俞晓夫的西式漫画、黄阿忠的江

南水乡系列、马小娟的仕女与睡莲

……每一件瓷器，都融入了画家独特

的想法和创意。更为难得的是，无

论多大的瓶或者碗，申窑的作品全

部由手工拉坯而成，没有一件是灌

浆胎。手工拉坯的制作方式对制瓷

手艺有极高的要求，但制作出来的

瓷器形态流畅，能还原画家创作时

的手工感。

在造型上，罗敬频亲手设计了

上百款器形，其中两头尖、两侧呈弧

形的箱器陶瓷，大大激发了画家们

的创作灵感，使他们“获得了在油画

布和宣纸上无法满足的乐趣和效

果”，他们使用油画和国画的表现技

法，在瓷艺上达到了全新的效果。

如今，凭借着全新的创作手法

和审美理念，带着属于自己的独特

味道，申窑已经走在了中国当代陶

瓷界的前列。

学习陶瓷创办申窑22

极致追求完美，是罗敬频挑选精

品的唯一标准。

为了追求浑然天成的感觉，罗敬

频要求所有作品的釉面处理均采用釉

中彩和釉下彩，即先用色料在已成型

晾干的素坯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再

上釉一次烧成。与釉上彩相比，这种

方式烧制难度大，而且成品质量的关

键靠的是“上帝之手”——1320度左

右的高温窑变。在高温下，上了色的

陶瓷颜色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运

气好的话，色彩会变得更加绚丽飘逸，

运气不好，原本的色彩也会黯然。在

申窑，平均烧制 130个瓷器，才能出 1
件精品。为了使瓷器更符合现代人的

审美，罗敬频在造型和色彩控制上做

了许多调整，这样又增加了烧制的难

度。对于次品，罗敬频不手软，都会砸

碎处理，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有保持审

美的高度严苛，才能持续不断地创造

精品。

回想起烧制的第一批瓷器，尽管

合格率不到 20%，当时罗敬频仍然欣

喜万分，如今再看这些作品，罗敬频却

觉得“档次太低”。他说，自己入了这

行，就要有责任心，“中国陶瓷发展已

经停滞了很多年，我要做的，就是使申

窑成为当代的官窑。”

由于申窑的作品风格独特、质量

上乘，因而市场知名度也逐年提高，产

品需求量越来越大。每年的上海艺博

会，罗敬频都会带着作品应邀参展。

有一年的上海艺博会上，申窑的几件

石榴图案瓷瓶，两天内就被一抢而空，

成交价中最高者达到了 20万元。但

对于罗敬频来说，并不是出得起价，就

能把申窑的作品买走。在他的工作室

案台上有一件瓷器作品，“2002年，这

件作品刚生产出来时叫价 7万元，别

人出价 6万元没卖，第二年这个人

出 12万元我也没舍得卖,第三年他

又来了，出 35万元，但这时我已下

定决心不卖了。”

不卖是因为作品的不可复制，

罗敬频说，按照同样的造型，用一样

的颜色和制作手法做几十个，也烧

不出相同的效果了。“这些作品就像

我的孩子，都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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