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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伙大学毕业进山制陶
还帮村民发展农家乐

“从明天起，做一个
幸福的人。喂狗，烧陶，浇
灌菜地。从明天起，关心
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院
子 ，幽 于 南 山 ，春 暖 花
开。”这诗一般的描绘，正
是“90后”小伙杜鹏飞的
生活写照。学生时代他就
热爱陶艺，大学中文系毕
业后，去宜兴一家紫砂壶
工艺品店里做学徒。而后
自立门户在烟台一小山
村烧陶卖陶，实现了收支
平衡，还帮村里农户办樱
桃采摘农家乐，搞特色旅
游线路，过上了优哉游哉
的“桃花源”生活。

中文系毕业

藏进深山制陶罐

“大山后”，这个村子就像它的名字
一样，藏在烟台市莱山区南部一处偏僻
的村镇里。从市区坐公交车只有固定整
点发车的几班，晃晃荡荡需要近两个小
时才能到。这个偏远的山村，在陶艺小子
杜鹏飞眼里，却是制陶的福地。“不会受
到任何打扰，闷了，外面有山有水。”

1990年出生的杜鹏飞对陶艺近乎痴
迷，去年6月份本科毕业时，他曾经在烟
台大学内举办陶艺个展，引来不少人驻
足。从烟台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接去宜
兴做学徒学做紫砂壶，又到景德镇泡了
一整月。淄博的陶瓷厂区、北京的潘家园
陶器交易店，都被这个“陶痴”转了个遍。

今年3月份，杜鹏飞来到大山后村看
朋友，一进农家小院，就找到了那种感
觉。“老砖老瓦、大缸石磨，我一看就认定
了，就是这种感觉！”住了不到三天，他就
筹钱租下了隔壁的小院，买来蔬菜种子，
带着铺盖卷儿和家把式儿搬了进来，在
此制陶玩陶。

小院是木头大门，进门三间小屋。院
子角落里摆满了他亲手烧制的陶器，古
拙而有趣。吹，揉泥，拉胚，阴干，修胚，素
烧，上釉，二次烧成……他像古时的手工
匠人，守着小院里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每隔一周左右，杜鹏飞都会抱着大
大小小需要烧制的陶器，坐公交车去烟
台大学，烧一窑新的成品，然后再抱着这
些宝贝回家。一位叫董波的古船木体验
馆老板看到他的陶罐后，爱不释手，和他
商议将这些作品放进馆内收藏展示。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越来越多
的人购买。不到一年，靠着烧陶赚来的钱，
他还清了欠款，养活了自己，向不太理解
他的父母证明：“做陶艺，真的可以行。”

以陶养陶

帮村民搞农家乐

现在，他每个月的支出变得十分固
定。除去买陶土和烧窑的费用，他自己的
支出只有电费和电话费，稳定在300块钱
左右。烧一窑的费用需要500块钱，但如
果自己装窑上釉，200块就够了。“吃穿基
本靠交换。”家里的大米、花生油，他身上
穿的新衣服，都是用陶罐子跟邻居或者
朋友换来的。冬天天冷之后，一位网友还
寄来了一份温暖的礼物：一双棉手套。

“土地很神奇。”杜鹏飞只用这句话
形容他对小院生活的满意。一边做着陶
艺，一边享受着土地的赠予。吃着自己种
的土豆和西红柿，喝着井水，呼吸着没有
污染的空气，他忽然觉得这是城市里为
了第一份工作而努力拼命的同学们所体
味不到的快乐。

做陶艺的同时，他也留意身边的商
机。看到樱桃丰收但却卖不出高价时，把
制陶和采摘搭配形成一条旅游线路的想
法就冒了出来。“上午采摘，中午吃顿农
家乐，下午再来我的工作室做陶艺，不是
很好吗？”想到就干，他把广告贴在了网
上，很快就有人电话联系。“大多是带着
小孩的家庭，想让孩子体味田园乐趣，顺
便学点手工，寓教于乐。”

“我无形中增加了客源，也帮他们解
决了吃饭问题。”附近酒店经理于维宁在
这个年轻人第一次拿着作品前来做客的
时候，就决定与他合作，除了提供午饭，
还把自己的库房让出来给他做陶艺教
室。他喜欢杜鹏飞的陶罐，更喜欢他的性
格：“有艺术家身上所特有的单纯和执
着。”游客来到饭店，杜鹏飞就自觉变身

“跑堂的”，前后招呼，帮忙上菜，等大家
都吃好了，他也随便找一桌，很不客气地
把自己也喂饱。

希望开着房车

到处做陶艺

“我想为每个买我陶器的人做出‘私
人订制’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审美都不
一样，大家渴望一种独一的东西。”杜鹏
飞几乎没有烧制过重样的陶器。如果形
状相同，那么上釉的时候就使用一些新
的技法，如果颜色差不多，那么材质一定
想点新花样。

杜鹏飞制陶追求创意，最害怕框架
性的东西。所以现在，他想到什么就做什
么，也根据心情来半卖半送，随意定价。

他通过陶器去认识世界，结交朋友。
很多沙发客在网上看到他空间的文章，
慕名而来。“有在巴厘岛拍个性婚纱的摄
影师，也有在广告中心做编辑的灵性女
孩，他们总能让我看到外面更广阔的世
界。”

现在，杜鹏飞的陶艺工作室有了自
己的微店，但他不太擅长去经营。“好的
东西总是自然会吸引人来的，何况我总
是忙着做东西，就忘了要去管它。”以前，
他想做独一无二的陶艺品牌，一年之后，
他觉得脚踏实地做事比想一些大而空的
东西更为实际。“有些东西是水到渠成
的，现在比起刻意炒作一个品牌，去传播
一些陶艺知识是我更愿意做的事情。”

对于未来，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开
着奔驰大房车做陶艺，那才叫生活。”

“有才就可以任性！”这是同龄人对
于杜鹏飞最多的定性。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
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
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
音。”人人心中都有梦想，可是为了梦想
去付出百分百努力的能有几人？“有才就
可以任性”也并不确切，杜鹏飞是在为自
己的梦想打工。

文/片 本报记者 韩逸

山山村村陶陶痴痴

父母心：

一点点被打动
仍有点儿担心他

“其实，我们还是有点儿担心他。”杜鹏
飞的父亲杜兴龙表达了对儿子的牵挂。

“但是孩子大了，想做什么就坚持去做
吧。”杜兴龙和爱人刘红梅都是菏泽市的普
通教师，两人对杜鹏飞的选择从无奈到支
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开始，肯定
是希望他有份稳定的工作，跟我们俩一样，
都做老师。”杜兴龙说，看着儿子选择了和
本专业毫不相关的陶艺作为事业，心里总
有那么点不踏实。但他又在一点点地被儿
子打动。“看着他为了学做陶艺到处跑，一
听说哪里有烧得好的陶就去跟人请教，能
自己骑200多里地的自行车，一住就是一个
月。”

“他的技术还不是很高吧，还需要多磨
练。”杜兴龙总结。

17日晚上，杜鹏飞给一批第二天需要
烧制的陶器上好了釉，已经是8点多了。不
过看着新一炉陶器烧之欲出，他指点着每
一个作品烧好后的样子，脸上神采飞扬。

本报记者 韩逸

17日晚，杜鹏飞在烟台大学陶艺活动中心的工作室内为一批新素烧的陶罐上釉。

杜鹏飞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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