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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夏侯文，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1963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同年分配到龙泉瓷厂工作，从事青瓷产品的设计和工艺研究工
作。
他的理论基础扎实，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他几十年来创作设计了大量作品，并屡屡获奖。
代表作品有：《双鱼洗》、《仿古莲花碗》、哥窑《龙纹盘》等。
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93年被国家授予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并享受国务院及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特殊津贴
；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一级工艺美术家”2003年授予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2005年授予为“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由山谷编著的这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夏侯文卷)》介绍的就是他的艺术人生、艺术作品、艺术
创作年表、社会职务和著作、作品收藏和获奖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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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与别的青瓷工艺美术大师相比，我不是龙泉本地人，也非青瓷世家出身
，没有任何&ldquo;青瓷&rdquo;背景，属于一张白纸。
自1965年被分配到龙泉后，我生活在&ldquo;异乡&rdquo;，迄今已有四十五个年头，我的根须深深地
扎进了这块土地，&ldquo;龙泉&rdquo;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我生于1935年，是龙泉青瓷大师中年纪最长者，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也是&ldquo;科
班&rdquo;出身的唯一一人。
纵观全国近三百名工艺大师中，真正有&ldquo;学院&rdquo;背景的人不是很多，这种文化背景，对于
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服从国家需要、服务生产为前提，用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
为企业的发展和国家作出贡献；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市场经济中，能够自我调整、发挥自己的所
长，以自己的文化优势继续做一个弄潮儿。
　　我是江西分宜人，这个地方的隶属关系变动过好几次，先前归宜春管辖，现归新余市。
我出生在分宜池塘乡泉塘村，父亲夏侯日海，是我祖母的第三个儿子。
祖母年轻守寡，靠三四十亩薄田，带着三个儿子生活，非常不容易。
大伯父务农，二伯父身体不好，后来病故。
父亲读书上学，祖母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学有所成。
父亲初中毕业时，年轻好胜，与人打赌，却输了钱，回到家后被祖母打了一顿。
父亲羞愧不已，于是中断学业，想提前进入社会，联系村里有本事的人找事干，但他不愿给做官的人
去当勤务员，认为会对不起母亲，于是跑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个卫生兵，在军队里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
这个历史问题影响了父亲后来的生活，也影响了全家和我的生存状态。
　　军队卫生员学习和掌握的只是医务小本领，不可能精通医道，但父亲聪明，外科方面的医术医道
还真的积累了一套。
恰在那时，地方上发生两大姓大规模械斗，不少人受了伤，于是父亲趁机离开军队，在街上开了个私
人诊所，帮人冶外伤，果真治好了不少人，在当地也就有了一些名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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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存留大师档案、抢救珍稀技艺、呈现经典作品、传承民族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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