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后”男孩李浩宇，从6岁开
始学习画画。今年 6月，他从沧州
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毕业了，正式从
事墙绘师一职。初见李浩宇时，他
正带领几名大学生一起在市区一家
医院的康养院区做公益墙绘，简单
的 T恤沾染上五彩的颜色，布满颜
料的双手稍显无所适从。“今天我
们来后院绘制 5幅壁画，以后老人
们再到旁边的娱乐室和休息室，抬
头就能看到这里的‘风景’。”李浩
宇介绍。

“一入墙绘深似海啊！”李浩宇
一边调色一边感叹，“不知不觉，
我画墙绘也有 3 年了，校服变工
服，每天打交道的画布变成了墙
面，画笔换成了刷子，颜料变成了
丙烯和油漆。”

成立个人工作室

李浩宇是个“闲不住”的人。
学习之余，他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
动，喜欢交朋友，也爱外出旅行。

刚上大学不久，李浩宇就跟着

师哥外出做墙绘。李浩宇说，虽然
自己有美术功底，可在墙上画画和
在纸上作画区别还是挺大的。“在
纸上画画，你可以看得见整体，而
在墙上画画时只能看到局部，构图
起形尤为重要。”由于自己没有经
验，只能先从涂色、勾边做起，边
干边学。

大二下学期，李浩宇接到了一
个游戏体验馆的墙绘工作，那是他
第一次独立接任务，所以格外用
心。从前期看场地，到主题和色彩
沟通、确定，经过两个星期的协
商，整个工程才动工。“一上来起
形确实不适应，我就慢慢来，多看
整体，从早到晚用了两整天，终于
完成了七八幅壁画。”李浩宇笑着
说，看着满墙的作品很有成就感，
也就是从那次“单飞”之后，他的
事业一发而不可收。

恰好这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
加文创设计项目，也会搭建自主创
业平台，为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提
供资源丰富的创业小屋。李浩宇趁

此机会，在毕业前成立了自己的工
作室，除了承接墙绘业务，还设计
开发文创产品。

李浩宇的文创想法主要来自于
外出旅行的所见所闻。他集合学校
所有特色风景及学院风格特色，设
计了一套师院主题的印章、笔记
本、明信片、钥匙扣、帆布包，主
打“好看又实用”。

随后，他还联合设计专业的同
学一起做出了清风楼和铁狮子的套
色印章，将黄橙蓝红黑 5种颜色印
章依次叠加后，一幅活灵活现的

“暮云连海溆，明月满沧州”就映
入眼帘。这些文创产品不仅在学院
的美术馆中展出，还有一些“火出
圈”，登上了中国航海活动周等大
型展台。

累并快乐着

毕业后，李浩宇也去做过美术
老师，可刚教了一天课就放弃了。

“不喜欢按部就班，还是做墙绘自
在，而且墙绘都是专业定制，每一
幅都是唯一的，这样的工作才有成
就感。”李浩宇坚定地说。

做墙绘的过程的确让李浩宇学
到很多。墙面不比画纸，对墙面、
绘图用料等要求严格，稍有马虎，
后期就会出现开裂、脱皮等问题，
任何补救都是徒劳。“我现在刮腻
子、刷油漆这块也很专业了。”李
浩宇笑着说。

在他的小团队里，有人擅长绘
画、有人擅长设计，大家基本上都
是同龄人，相互沟通、合作、学习
起来十分融洽。

不过，虽然作品光鲜，可过程
中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墙绘一幅作
品大都需要连续工作数小时，绘制

工作中或站、或蹲，几乎没有坐着
休息的时候，整个过程要求绘画者
全神贯注，举笔不停，非常考验绘
画者的意志。“有一次去外地工
作，连续绘了14个小时，绘制完成
时，我感觉整个人已经虚脱了，但
看到路人们驻足欣赏时，觉得一切
都值了！”即使回忆起超负荷的工
作经历，李浩宇也满脸笑容。

除了工作时间长外，墙绘工作
也面临着危险。一次去幼儿园绘制
10余米高的外墙，他的同伴站在 5
层高的脚手架上作业，在下第4层时
没站稳，直接摔了下来。“幸亏当时
挂在2层上，起到了缓冲。”回想起
来那一幕，李浩宇仍心有余悸。

记录城市与时代的风貌

去年10月，李浩宇的工作室接
到了一笔“大单”。孟村回族自治
县高寨镇高寨村为改善村容村貌，
想要在全村近 400平方米的墙面上
绘制壁画。

当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工作
室人手不够，李浩宇只和一个搭档
就接下来这单生意。为了画出乡村
的特点，他和同伴多次讨论，设计

方案也是改了又改，好不容易才制
定出适合的绘画方案。“那段时间
我们吃住都在村里，用了近两个月
才完工。看到村民们满意的样子也
很满足，感觉自己为美丽乡村建设
出了一份力。”李浩宇笑着说。

今年春天，李浩宇跟着一位老
师傅去园博园作画。那是园内一个
10米多高的水闸，他们要拴上安全
绳上吊车作业。最初的彩钢板经过
巧手绘制，化身为仿木制古屋，与
整个园区风格完美融合，同时自成
一道风景。

独立接单以来，李浩宇已完成
上百幅作品，他的足迹遍布了沧州
的大街小巷，公园、街区、住宅
区、幼儿园、商场、企业单位、餐
饮店等。一支画笔握在手中，李浩
宇让一面面白墙变成了五彩缤纷的

“花园”。只要能上色的地方，他都
能画，不管多高多远，不管多累多
脏，只为能无拘无束地表达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在李浩宇心中，一座城市的建
筑物，也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承载
体，他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画笔，记
录下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风貌。

他用一支笔画活一面墙他用一支笔画活一面墙他用一支笔画活一面墙
————““0000后后””墙绘师李浩宇的创业故事墙绘师李浩宇的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孙 杰

站在脚手架上绘制站在脚手架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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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精装
修的新房，十几
万元的家庭轿
车，疼爱自己的
公婆，健康上进
的儿女，还有夫
妻同心创下的电
商事业，这些都
是明丫的骄傲。
曾经那个因足外
翻意志消沉，找
不到人生方向的
农家丫头，因为
电商，找到了实
现自己价值的舞
台，她向所有人
证明：“我一点
不比正常人差！”

33 岁 的 明
丫出生于河间市
兴村镇北李子口
村，先天性足外
翻。即便做过两
次手术，医生还
是建议她少走
路，因为走路多
了脚会生疮难
愈。很长一段时
间里，明丫就是
在脚生疮、在家
养伤的反复中度
过的。

2010年，明
丫嫁到了肃宁县
河北留善寺镇柳
店村。丈夫左亚
雷有电焊的手
艺，靠着焊铁门
一年的收入有五
六万元。可随着
3 个 孩 子 的 出
生、上学，家庭
开销越来越大。
而人们常用的大
铁门也逐渐被烤
漆门取代，丈夫
的电焊门生意越
来越难做，逐渐走“下坡路”。

5年前的一天，有人对明丫说：“你
腿脚不好，不便外出打工，可以在家里
开直播试试。”那时，河北留善寺镇鱼
竿渔具生产、经营企业“遍地开花”，
摊点有上千家，货源充足，再加上明丫
的大姑姐经营着一家鱼竿模具厂，并在
直播带货的路上给她打了样，明丫和老
公很快决定直播卖鱼竿。

从拍“段子”开始，夫妻两人一个
操作，一个拍摄，不会的就跟其他同行
学。从学习拍视频，到卖出第一根鱼
竿，足足经历了两个月。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明丫更是
如此。每天更新一个“段子”，天天不
重样；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播，夫妻俩
替换着一直播到凌晨。一忙起来，明丫
的腿就经常抽筋，婆婆心疼得掉泪，每
天煮了鸡蛋，热了牛奶，看着她吃了才
放心。

“那时候，只要有人在直播间说
句话，我就觉得特别知足。”明丫直
言，那段日子，有很多煎熬和想放弃
的时候。“拍段子没有播放量的时
候，卖货卖不出去的时候，直播间人
数只是个位数的时候，都想过放弃。
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我们不能轻
易放弃，于是，每次意气消沉的时
候，我总会一次次地劝自己‘再坚持坚
持’。”

成功往往就是再坚持一下。经过
几年的起起伏伏，明丫在抖音平台已
经拥有 11万粉丝，并拥有了自己的品
牌“猛禽战士”。今年 9月，她还注册
了自己的公司，客户遍布全国各地，
甚至在越南、韩国等国家也有她的

“铁粉”。
“去年，我们的销售额有 100多万

元，除去3个孩子上学校的费用和生活
支出，手头有了一些积蓄。”今年春
天，明丫和左亚雷受广东客户的邀请，
去那边直播了两个月。“除了销售额，
受邀直播是客户对我们的另一种肯定，
想到这儿，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在肃宁县“电商兴县”的大环境
里，做电商的明丫比以前更自信了。她
说：“当我看到自己有价值的时候，就
会更自信。从手心朝上的家庭主妇，到
能独当一面的主播，我有我的努力方
向，我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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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瓷人生如瓷，，只有经住磨砺只有经住磨砺、、把住时机把住时机、、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方能成器方能成器

张府成和他的瓶瓶罐罐张府成和他的瓶瓶罐罐张府成和他的瓶瓶罐罐
本报记者 邢 程

新华桥下，运河边的一座老
式房子里，茶香氤氲着冬日。张
府成端起刚煮好的茶，并没有急
于品。茶水顺着公道杯的出水口
缓缓流下，他静静欣赏着出水的
流畅、断水的利落。他说：“因为
杯子的不同，水流会有不同的美
感，感受生活中的美，能让我内
心充盈。”

张府成手中的瓷器都是自己烧
制的。因为痴迷创作，他常常要一
个人躲进屋里搞设计，凌晨时还要
独自守在窑边盯着火候。习惯了一
个人的世界，张府成说自己并不寂
寞，每次开窑时，那些连他都会被
惊艳到的瓶瓶罐罐，是他内心最大
的满足。

艰难学艺

初见张府成，眼前这位 35岁
的青年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老成
持重。走进张府成的工作室，陶土
的残留物还在工作台上，房间内有
些凌乱。但瑕不掩瑜，形态各异、
色彩斑斓的瓶瓶罐罐，为这面积并
不大的空间增添了不少情调。门口
立着的月亮罐很抢眼，里面放着的
两把长柄雨伞，在白釉的衬托下也
显得那么亭亭玉立。

这些瓶瓶罐罐陪伴了张府成 8
年时光。“人总要有丰富的东西来
作精神陪伴。”这是张府成常说的
一句话，而他的精神世界里，充满
了与瓷器碰撞出的灵感火花。

2015年，张府成无意间翻到

一本景德镇瓷器的书籍，书中记
载、描绘的瓷器让他一下子着了
迷。此后，他报名参加了瓷器制
作培训班，翻阅大量制瓷赏瓷书
籍，学习陶瓷艺术。那时，他像
着了魔一样，不顾家人反对，放
弃了一份稳定工作，孤身前往景
德镇学艺。

到了景德镇，事情远没有张府
成想得那么简单。“那里每位老师
傅都有明确分工，虽然最后制作的
瓷器成品水平极高，师傅们却不掌
握所有工序的全面技能。”张府成
说，为此，他前后拜访过当地 20
多位老师傅，从找土开始一步一个
脚印地往前走。

揉泥、拉坯、修坯、吹釉、烧
制……虽然 72道工序简化到后期
的 40 多道，但想学到精益求精，
依然要下一番狠功夫。张府成说：

“去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没有
想到会那么难，光拉坯就学了好几
个月，几次把自己累哭了。我有过
好多次想放弃的念头，但又觉得不
甘心，就那么咬着牙，一直坚持了
3年多。”

孤独的创作者

一个 10厘米的小茶杯，修坯
修一上午是常事。为了呈现不同效
果，单吹釉这一项技艺，张府成就
学会了 5种。凭借一股子韧劲儿，
2018年，他学成归来，在本市开
了第一间工作室，开始尽情地创
作，并用家里的老房子烧窑。

沧州的天气和气候与南方差
异很大，制瓷面临着重重困
难。“首先沧州的土就不合
适，高温到 1150摄氏度就会
化掉，而食用级别的瓷器要
达到 1200摄氏度。”张府成
说，为此，他要去景德镇、
福建、浙江等地购买专业做
瓷器的瓷土和陶土。

“再比如冬天气温到了零
下，吹釉时釉会直接冻在瓷器
上。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要克
服这些阻碍，就得付出很多辛
苦。”起初，瓷器烧制开裂是常
事，而在他看来，挫折能让自己变
得更强大。每一个烧坏的作品，对
他来说都是一次成长。

后来，他慢慢摸索出一套自己
烧瓷的好方法。一个瓷器的烧制要
十几个小时，为了让烧制后期快速
升温的时间点，卡在一天内中午温
度高的时候，张府成需要提前算好
时间，冬天凌晨一两点起来工作是
常态。

因为痴迷创作，很多时候，他
觉得自己是个孤独者，可灵感又往
往源于孤独。就这样，他守着这些
视为梦想的瓶瓶罐罐，孤独地度过
了一日又一日。

通过瓷器传达人生美好

张府成刚回乡制瓷时，创意陶

艺在沧州刚刚兴起不久，精通这门
手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作为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张府成对工作
室的前景充满了自信。

然而，丰满的理想还是抵不住
残酷的现实。工作室营业的第一个
月，只迎来了一位顾客。从信心满
满到犹豫彷徨，张府成说，那段日
子，自己仿佛在茫茫黑夜中摸索，
找不到行走的路。

入不敷出的日子让张府成陷入
焦虑，他开始想赚钱的路子。其
间，他给陶瓷爱好者上过陶艺课，
也办过DIY陶艺体验班，后来，随
着名声越来越大，他接到不少私人

定制的订单。
虽然需要钱，但张府成从

没把自己当作商人。“作品不
喜欢，可以退款；送朋友没
送出去，可以退款。不仅退
款，我多赔付点钱也行，只
要把我的作品拿回来就可
以。”张府成说，每件作品
都凝结了他的心血，因此格
外珍惜。

“教学、做私人定制，都
是我维持生计的方式，而我真

正喜欢的还是创作，通过陶瓷艺
术带给人精神层次的享受。”张府
成说，“我经常一边创作一边思
考，想要通过这些艺术品告诉别
人：人生如瓷，只有经住磨砺、
把住时机、做好自己，方能成
器。”

近年来，张府成创作了《运河
之花》《运河姑娘》《你好·深秋》
等多个主题系列的作品。凭借口口
相传，近几年，他精湛的技艺影响
了上千人，很多外地顾客慕名前
来，他创作的艺术品也被全国各地
艺术爱好者收藏。

眼下，张府成正在创作他的另
一个主题系列作品——《梦的世
界》。“我想通过这个系列传达人生
的美好，让人们珍惜弥足珍贵的时
光。”张府成说，瓷器，是值得他
一辈子不断探索的事情。

吹釉吹釉

作品展作品展

正在创作主题系列作品正在创作主题系列作品——《《梦的世界梦的世界》》

李浩宇设计墙绘李浩宇设计墙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