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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门，挽起长发、系上围裙、坐
上“冷板凳”，纤手揉泥、巧手画瓷
……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放弃外面
的花花世界，选择与“泥巴”打交道，
她就是沈阳“80 后”非遗辽瓷传承人
孙天舒。

2014 年从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
计陶瓷专业方向毕业后，孙天舒拒绝
多家单位抛来的橄榄枝，义无反顾地
投入到辽瓷事业中，创建全东北地区
乃至于全国第一个致力于抢救、恢复
辽瓷技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辽瓷
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化名
片，让更多的人了解辽瓷、认识辽瓷，
并最终爱上辽瓷。

“我们作为年青一代的民族手工
艺创作者，必须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
传承的担当，在原有的传统技艺基础
上，不断去创新、去突破，为辽瓷的传
承和发展贡献我们应尽的一份力
量。”孙天舒说。

爱上陶瓷 结缘恩师

辽瓷，是我国历史上辽代时期所
制作的瓷器简称。1200年前，契丹人
在结合本民族习俗、吸收前代技艺的
基础上制作出来，风格粗犷，古朴浑
厚。遗憾的是随着朝代更迭，辽瓷在
世人眼中消失 200 年以上，其制作技
法也一度失传。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著名
工艺美术大师、辽瓷研究第一人关宝
琮让辽瓷文化重见天日，而孙天舒正
是关宝琮的弟子。

虽然孙天舒年龄不大，但接触瓷
器已经有很多年。孙天舒自幼就很
喜欢涂涂画画，家里也有很多陶瓷摆
件，一次母亲带她参观故宫，瞬间就
被各种瓷器深深吸引，从此她就对瓷
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的是，南
方盛产瓷器瓷土，而北方从事陶瓷创
作的人少之又少，于是孙天舒便从美
术学起，高考考上了沈阳理工大学艺
术设计陶瓷专业方向，并攻读到研究
生，“这也算是圆了我儿时的梦想。”

研究生期间，孙天舒有幸遇到了
恩师关宝琮。

“当时在学校的帮助下，带着作
品去杭州参赛，颁奖时，一位老先生
给予我一番鼓励，后来才知道他正是

北方瓷器泰斗关宝琮先生。”她说。
由于那届比赛，孙天舒是唯一一

位来自北方的参赛选手，并且作品细
腻、富有新意，给关宝琮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回到沈阳后，在一次陶瓷学

术研讨会上，孙天舒又遇到了关宝
琮，经过会后更深程度的学术探讨，
关宝琮决定收她为徒。

关宝琮大师一共有13位弟子，还
育有一子一女，而孙天舒是唯一一位
被关宝琮钦定的“辽瓷传承人”。当
时孙天舒研究生刚毕业，对于肩上这
份重担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沉重。

坚持初心 选择创业

毕业后，孙天舒拒绝了多家单位
的工作邀请，在恩师的鼓励下，毅然
选择了文化产业自主创业。

谈起选择创业的原因，孙天舒说
道：“创业是年轻人实现梦想的一种
方式，通过创业可以改善你的时间观
念，在积累中体现一个人的修养、生
活方式和态度。对于创业者来说是
精神与本质上的一种提升。”

可是，创业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
易。为了不辜负恩师对她的殷殷期
盼，让她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创业初期，孙天舒面临着资金、资源、
技术匮乏等一系列问题，致使研究过
程难度很大。

“辽瓷消失那么久，技术原材料
成分都很难考究。没有古书的参考，
比如对辽瓷泥料、釉料、造型及装饰
等各个方面都知之甚少，太多困难需
要一一攻克，所以想要成功烧制辽瓷
精品极其不易。”孙天舒。

孙天舒不能说天分很高，但是胜
在肯用心、肯吃苦。为了能够研发恢
复辽瓷技艺，孙天舒每日与泥料打交
道，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摸索下，
一步一步改善火候温度、一点一点调
制材料配置比例。

孙天舒说：“冬天的时候双手每
天都要碰触泥水，出冻疮，被厚厚泥
浆裹着还看不到，每次洗掉泥浆，手
上的裂口都会出血，有时候疼得难以
入睡，经常睁眼到天亮。但是为了做
出更好的作品，第二天还要继续工
作。”

付出终有回报，在经历了一次次
失败之后，孙天舒终于成功恢复辽瓷

的烧造技艺。2015年，孙天舒创作的
辽瓷作品接连获奖，《创新辽三彩鸡
冠壶》获中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辽
三彩鸳鸯壶》获中国文化产业博览会
金奖。

孙天舒从事陶瓷创作十几年，凭
借自身天赋和超出常人的毅力，在十
年间获得多个国家级金奖。2017 年
她将辽瓷成功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目前有专利 19 项，知识产权
102 项，其中原材料的发明专利已经
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

传授经验 扶持创业

这些年，孙天舒深感创业的不
易，在经营产业园的同时，她还积极
地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并扶持青
年人创业，多年来直接或间接带动了
就业两万人次。

在创业方面，孙天舒为创业者提
供全免费的工装场地和半价使用原
料及设备的优惠政策，还组织专业人
员负责指导，帮助工商税务注册、市
场推广、咨询、法律等多种服务，“我
很欣赏有情怀有抱负的年轻人，如果
他们有需要，我就会全力提供理论支
持、创业引导、讲座培训、实操训练等
一系列帮助。”

孙天舒希望给予这些青年人就
业机会，让他们学到独门手艺，从而
引领他们发展致富。

此外，孙天舒还将学到的知识结
合自己经验，摸索出一套简便易学的
技术，在创办的产业园内举办数次青
年传授制瓷培训班，针对青少年设置
一些课程体系，让他们感受传统文化
和非遗手艺，同时，还与高校合作，签
署研究生实践基地。

对于有着创业想法的毕业生们，
孙天舒给出的建议是，陶艺可以作为
业余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也
可以作为自己创业的选择。我们提
供这些帮助也是希望毕业生们能够
了解自己，认知自己，最终选出自己
更喜欢的，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辽沈晚报记者 卫岚

“90 后”刘昊初大学毕业于鲁迅
美术学院,研究生时期就读于沈阳建
筑大学。放弃优厚待遇工作的他，自
创“考试体”书法，如今已成为拥有 3
所直营学校、2所加盟学校的创业者。

大二兼职赚学费
大四创业开了班

2009年，刘昊初考入鲁迅美术学
院环境艺术系。上大二时，刘昊初利
用课余时间做兼职，在培训机构内教
授中小学生美术。

一次，刘昊初兼职机构的书法老
师生病，刘昊初自报奋勇“代课”，没
想到上课效果出奇地好。原来刘昊
初从 5 岁半开始习字，书法练习从没
间断过，教小朋友习字，对于刘昊初
来说十分轻松。

大学时期，刘昊初每周都会在多
个美术培训机构兼职。从那时起，他
靠自己兼职的收入交学费，没再跟父
母要过零花钱。

在这期间，刘昊初逐渐有了创业
的想法。读大四时，刘昊初租了一处
写字间，进行青少年书法教学，来找
刘昊初学写字的孩子越来越多。

为小学生自创
“考试体”书法

如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能写
一手好字，都对提升成绩有很大帮
助。为此，刘昊初对学生应试考试答

卷字体进行研究，自创了一种硬笔书
法和软笔书法融合的书写方式，命名
为“考试体”。

刘昊初说：“我研究了一下，发现
最适合学生应试的字体，是将硬笔书
法和软笔书法进行融合再改进。掌
握后，孩子们可以快速书写。”

对于自己的创业，刘昊初笑着
说：“这要感谢我父亲的‘狠心’，我从
小学习书法，也得过一些书法证书。
高中的时候，母亲让我改学美术，因
为有了书法的功底，我美术进步得很
快。这让我顺利考上了鲁迅美术学
院环境艺术系。”

上大学后，刘昊初一直参加校内
的书法比赛，也是频频获奖。因为鲁
美有书法系，而环境艺术系则是以电
脑绘图为主，有同学半开玩笑地说：

“你应该去书法系。”
大二的时候，刘昊初的父亲对他

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用
本领赚生活费，男子汉要勇敢起来。”

经过一番思考后，刘昊初决定用
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书法，为自己赚生
活费。就这样，他开始了教小朋友写
字。

“手高眼不低”
踏踏实实创业

从一个学员到十个学员，再到几
十个……如今跟着刘昊初学习书法
的孩子越来越多，目前，约有千余名
学生在刘昊初的书法机构中习字。

大学期间，没有旅游、没有网游，
刘昊初把全部的业余经历都用在教
孩子书法上。而且刘昊初的学业也
没有耽误，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还顺
利地考上了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刘昊初也是一边上
学，一边教书法。而且，刘昊初还发
现了一个问题。他说：“一般幼儿园
都没有书法课，而孩子上学后，很快
就开始写作文，这需要很好的书法功
底。”

为此，刘昊初就开始到一些学
校、幼儿园免费教授书法课。

研究生毕业后，刘昊初发现自己
彻底爱上了书法，他放弃了高薪的设
计师工作，开始自己创业，创立了瑞
艺想书法美术培训机构。

如今，刘昊初在铁五小学、南京
一校等沈阳名校附近开设了3所直营
学校、2所加盟学校。

刘昊初说：“如今很多鲁美的校
友跟着我一起创业，有人认为我们是
大材小用，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找到自
己的方向，就是最大的成功。”

今年，刘昊初又回到母校进行校
招，他希望更多的学弟学妹，跟着他
一起创业。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选择创业如何将兴趣转化为事业

孙天舒正在组织研学活动。 受访者供图

在校生如何把兼职转成创业项目

刘昊初。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摄

孙天舒的作品《创新辽三彩鸡冠壶》。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