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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斯诺克的七年时光，他从安康走向国际，从业余

选手成为职业球员。 靠着扎实的技术功底，他在世台联
崭露头角，决心将斯诺克作为终生事业持续奋斗。 为了
一次又一次的超越，为了心中梦想的盛放，不畏艰难的安
康少年雷佩凡，以奋楫中流的拼搏精神，在斯诺克职业赛
场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9 岁那年，雷佩凡第一次跟随父亲去台球厅玩耍，小
小年纪的他， 仿佛生来就对台球有一种亲切的熟稔感，
很快便打得有模有样。 在此之前，他是校足球队的成员，
是亲朋好友眼中“别人家的孩子”，“懂事、自律、上进、专
注力很强，学习的事几乎用不着我们费心。 ”在父亲雷兵
眼中，儿子从小学东西就很快，且那股对热衷事物的钻研
精神，很多成年人都要自愧弗如。

雷兵的话慢慢得到了印证，雷佩凡很快在台球方面
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 “和别人在台球厅切磋着玩的
时候，他的单杆数量总是最多的，不太熟练的地方，就盯
着教练怎么打，然后反复练习。 平时放学了，也会趴在电
脑前看视频，搜索相关的知识资料，看到哪里有比赛了，
就让我带他去。 ”将爱好付诸行动的雷佩凡，此后的两年
中，多次在父亲的带领下辗转于不同城市参加相关的赛
事。 直到 2014 年，11 岁的雷佩凡从网络上了解到江苏常
州将举办斯诺克青少年大赛， 这大大激发了他的兴趣。
此前一直打中式台球的他，对斯诺克的规则打发和技巧
都不甚了解，赛前一个月，他天天在放学后研究琢磨，请
教教练，掌握了基本的入门规则与技巧。 抱着试一试、感
受氛围的想法，雷佩凡在赛场被斯诺克这项运动的魅力
深深折服，了解到斯诺克名将们的辉煌事迹后，他也有
了成为斯诺克职业球员的想法。

梦想一经萌芽，便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小学毕业
后，雷佩凡没有再继续应试教育的道路，而是从自己的
爱好中抉择出台球，踏上了成为斯诺克职业球员的漫漫
征途。

12 岁这一年，他从安康去往北京，在 CBSA 世界斯
诺克学院接受更加专业的系统学习。 在学院内，雷佩凡
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学员，伙伴们的认真、勤奋和取得的成
就不断激励着他力争上游。当年 9 月进入学院的雷佩凡，
12 月就获得中青赛少年组的冠军。 教练张东涛也从雷佩
凡的身上，看到了执拗之外不服输的精神。 斯诺克学院
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班 3 个不同级别的班型，获得少年
组冠军后，雷佩凡迅速升到中级班，开始了进一步的强化
训练。

来到这里以后，雷佩凡方知斯诺克这项体育运动的
久远历史和在现代体育发展中的意义。 他视丁俊晖、奥
沙利文等世界名将为偶像，每日泡在球房，将眼力、腕力、
耐力都朝着极致的方向练习，目标就是在短时间内冲顶
赛事桂冠，成为世台联职业选手。 学院内频繁的对抗比
赛，也让他在与学员的对垒中，获得了技术上的突飞猛
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
场比赛后，雷佩凡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2019 年，斯诺克
Q-School 职业资格赛上， 年仅 16 岁的雷佩凡决定鼓足
勇气冲上职业选手的赛道。 经过 3 站竞赛的激烈比拼，
最终凭借积分优势压哨升级，成功拿到两季赛事的职业
入场券。借此机遇，雷佩凡成为世台联 128 名职业球员中
年龄最小的成员。 同年 4 月，他暂别北京，只身前往英国
的达林顿，开始了他作为斯诺克职业球员的新征程。

每天早上跑步，9 点 30 分到球房， 中午饭后再接着
练习到下午 5 点 30 分，在达林顿，雷佩凡生活的重心依
然围绕斯诺克展开，只有 3 个中国小伙伴的孤寂之地，给
了他更多思索生活、提升技术的时间。 除了比赛，其余的

所有的空当，他都沉下心练球，像打磨兵器一样，一点点
磨砺自己的技术。 “斯诺克是孤独的运动，只有在赛场保
持绝对的冷静理智，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击球判断。 ”静下
来的雷佩凡，用克己慎独，守心明性的准则要求自己，在
15 颗红球、6 颗彩球、1 颗白球排列的矩阵中， 一次又一
次地突破自己的极限。

2019 年，20 多站赛事让雷佩凡始终处于高压状态，
他始终用冷静沉着的状态积极备赛， 在与职业高手一次
次的对决中，雷佩凡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但越挫
越勇的性格让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力与决心。“每一场赛
事对我来说都是历练，无论输赢我都不会轻言放弃。 ”

去年 3 月份，雷佩凡在斯诺克直布罗陀公开赛上，遇
到了曾力压各路高手的顶级球员罗伯逊， 面对后者的强
势碾压，雷佩凡没有胆怯，最终凭借超常的发挥赢得了这
场比赛。

一战成名的雷佩凡，在鲜花和掌声中不曾迷失自己，
他知道自己作为职业球员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 按照
两年更新一次的选手排名，雷佩凡要顺利保级，至少还需
要在斯诺克世锦赛资格赛上赢下两轮， 这并不是个容易
到达的高度，在艰巨任务的磨炼下，雷佩凡的心智愈发成
熟。“我现在就是防守能力还差一点，还需要多加练习，争
取不掉级，然后排名再往前冲刺。 ”

仰望斯诺克的一座座职业高峰， 雷佩凡跌跌撞撞吃
了不少苦头。 国外疫情暴发后，原先一年 20 多场比赛被
缩减了一半，加之中途掉级的压力，疫情的反复无常，一
度让他的心理濒临崩溃。但每次赛事前一晚，雷佩凡都会
尽力调节好状态，提振精神迎接新的挑战。

2 月 17 日，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资格赛将在英国伍
尔弗汉普顿举行，在中国 25 位职业球员全部参赛的规模
赛事中，雷佩凡将要一决高下的，是曾打出单杆 147 分的
阿里斯特·卡特，两人之间的差异无形之中给了雷佩凡很
大的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有一个好成绩，
尽快补上技术短板，提升自己的排名，可以参加更高规格
的大师赛。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雷佩凡与球为伴，奔走于不同城
市间打比赛，构成了他生活中的全部。 凌晨两点钟左右，
是雷佩凡结束一天训练后难得的休息时间， 父亲雷兵会
掐着点醒来，等候与儿子交流。 父子两人隔着手机屏幕，
聊天的重点依然围绕着斯诺克。在细碎漫长的温情中，一
个父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 是一场不漏地看完所有的比
赛，是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调整成孩子的时差，是知晓所有
赛事的行程规则， 是将自己的热爱与斯诺克紧紧相连
……

安康到英国，隔着山与海、洲与洋的距离，雷兵知道
儿子一路走来的不易，从孩子 12 岁那年开始，他和妻子
陈江涛，乃至整个家庭，都在尽自己所有力量托举着雷佩
凡，朝着梦想殿堂的更高处跃进。 而少年的勇敢勤勉，赛
场的坚持不懈，靠近目标的执着坚定，让他在世台联 128
个名额中占得一席之地，并有了无限向上的可能。

英格兰的山风吹过他的脸颊， 泰晤士河的流水润泽
他成长，但心怀赤子之心的雷佩凡，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
会想起自己的家乡，在他的心底，安康，始终是最深的牵
绊。 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在站上国际舞台的同时，为家
乡做些什么，或代言家乡风物，或展示区域特色，将安康
之美传递到大洋彼岸。

如今，雷佩凡仍旧每日按照自己的节奏练球，在不同
的站点打比赛，这颗从安康小城冉冉升起的体坛新星，正
用自己的努力，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一块在人们眼里微乎其微的普通泥块， 在他
的手里也能变成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
陶艺品。 这种点土成“金”，能让泥土焕发神韵的人
就是来显军。

1985 年，来显军在汉滨区石梯镇叶沟村出生，
如今他是市级汉滨泥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和区级
汉水陶艺传承人。 他的陶瓷艺术工作室位于石梯
镇叶沟村十七组，这里山清水秀，树木葱茏，鸟语
花香，空气清新宜人，生态环境优美。 富有制陶原
料，如原矿青泥、铁泥。 他在这里致力于挖掘保护、
研制配釉、传承柴烧制陶技艺，将每一件陶器、陶
塑作品经过构思设计，融合陶的艺术性和功能性，
赋予文化内涵。 而陶器的制作工艺历经十八道工
序，器物造型的胎体以手拉坯、捏塑的成型方法保
留手纹痕迹，古法烧制表现器物质感、色相。 以木
柴为燃料裸坯煅烧， 经窑内木柴燃尽的灰落在坯
体表面， 木柴灰中的铁与坯体中的铁经高温熔化
形成的釉，自然天成而产生一种质朴、浑厚、古拙
的美。 获得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

来显军从小跟随爷爷学习泥塑， 做简单的动
物塑型，1999 年师从父亲学习烧制技艺。2001 年就
读于安康第二师范学校美术教育专业， 在校期间
泥塑技艺获得泥塑艺人季夏的技艺传授指导，擅
长泥塑人物肖像的创作， 这为他传承制陶奠定了
基础。

汉水陶艺与中国陶艺文明的开启是同步的，
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考古发现，早在 7000 年前
的前仰韶李家村文化时期， 汉江两岸自石泉县马
岭坝至旬阳县构元，长约 300 公里的范围内，均有
陶器的出土， 到距今 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
类型时期， 生活在汉江流域的先民们就进行了陶
器的烧制，自从先民们烧陶的烟火燃起，石梯镇以
生活陶、 建筑陶为主的制陶工艺就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

2009 年， 来显军参与制作汉江龙舟文化园屈
原雕塑。 2013 年复建“汉水陶”成立安康汉水瓷艺
术工作室， 担任泥塑设计师。 通过多年的不懈努
力，来显军在不间断的反复练习和实践中，逐步熟
练掌握了制泥的选料， 塑型和烧制的过程及核心
技艺。 能够将脱胎泥塑和直接塑造、以及素泥和彩
绘的技巧，娴熟的运用到作品的创作中。

来显军的汉滨泥塑作品以石梯黄泥为原材
料，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多以民间生活和民
俗文化为题材，创作人物、动物等小型泥塑。 其作
品造型手法简练、风格淳朴、生动传神。 代表作有
《青春旋律》，2017 年在陕西省青少年校外活动中
心教育成果展示中荣获市级一等奖；《吉祥安康》，
2018 年 9 月在第九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上
展出，2019 年 6 月参加“三秦非遗荟金州”----陕
西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技艺作品展。

他的作品有内涵深度、有哲学思想、有人文精
神，原料选用当地特有的原矿青泥、铁泥、黄泥，制
作出实用性土陶烧水壶、茶器、酒器，观赏性陶塑
艺术等。 器物色泽纯正，品质优良，投入市场深受
好评，被国内各地艺术爱好者广泛收藏。 闲暇的时
间他喜欢思考， 喜欢将自己不同阶段的构思和感
受通过作品加以表达， 近几年来他的创作开始出
现了多元取向， 开始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从艺
经验，探讨陶艺个性的生成，追求的不再是表现的

形式趣味，而是与心灵、情感相对应的视觉形态。他
说：“未来我会一直立足于用家乡本土制作更多好
的作品，将汉水陶艺发扬光大。 ”

十多年来，来显军醉心于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创
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夜深人静时，工作室四
周漆黑一片，他甘于寂寞，乐于清贫，在灯下悉心研
究器物的形与色，对每件作品都精心构思，反复修
改完善，直到满意为止。一件受到好评的陶艺作品，
他熬了数月，挑灯夜战、废寝忘食，泥屑沾满了全
身，白净的脸庞也变成了“五花脸”。 完成了许多有
棱有角，艺术精湛的陶器、陶塑作品。

在他的生活中， 也遭受过各种各样的非议 ，
有人说他傻，不务正业，整天跟泥点子打交道 ，没
出息；还有的人说他虚度青春，不会挣钱，凭他的
手艺在外打工一定能有不菲的收入 ，挣个盆满钵
满。 他也曾动摇过，有时看到朋友圈里好友们呼
朋引伴四处周游，他也十分羡慕。但他告诉自己，
这是自己热爱的， 并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为了能够静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 ，他几乎天
天待在山里，从广袤的森林、涓涓的溪流、山野的
动物身上汲取灵感。 陶土是死物，但它们每一件
都有来显军的心血 ，都是自然与生命 ，灵魂与诗
意的碰撞，是拥有着自己独特思想个性与价值的
艺术。 为了将这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来显军把
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倾注在泥塑陶艺的传承事业
中，至今未结秦晋之好。 他期待的另一半要热爱
支持他的陶艺事业 ，同舟共济 ，把这一文化的瑰
宝传承好 ，让其在艺术的宫殿里光彩夺目 ，对此
他也无怨无悔。

他的泥塑事业在创作研究阶段虽然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在今后拓宽发展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提
升，精益求精。 未来的路还很长，他从小就不服输，
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近年来 ， 来显军为提升传统技艺和理论水
平 ，更好的传承汉滨泥塑技艺 ，参加了陕西省教
育厅举办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陶艺” 骨干教师
培训和陕西师范大学第十三期非遗传承人（陶瓷
艺术）培训班获得结业证。 又相继被汉滨区文化
馆聘为 “文化小康行动 ”泥塑辅导员 、汉滨区 “三
区” 人才支持计划———泥塑专业文化工作者 ；被
安康市博物馆聘为社会教育服务活动指导老师；
石梯叶沟村小学 、新城办南门小学 、关庙镇劳动
小学、培新分校、石堤小学、汉滨区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安康中学高新校区等学校聘为社团辅导
老师。 培训泥塑学员 1100 人次，泥塑骨干 60 人，
多次荣获“优秀指导奖”“优秀社团辅导老师”“优
秀指导教师”“先进个人”等称号。 被汉滨区教体
局 2020 年 12 月授予石堤小学 （陶艺社团 ）精品
社团称号。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谓“经莫盛于上古,史莫
盛于汉, 诗莫盛于唐,曲莫盛于元”。推之艺术亦然，
文字、色彩、陶土都是一种表达方式，需要在不断的
摸索中去展现当下的时代精神。

来显军说：“作为汉滨泥塑制作技艺年轻一代
的传承人，我将继续在今后泥塑艺术生涯道路上向
前辈学习，不断收集汉滨泥塑资料和素材，积累创
作和传习经验，挖掘、整理、研究汉滨泥塑的民间文
化内涵。 力争做一名优秀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传播
者， 让更多人通过汉滨泥塑了解安康人文故事，让
汉滨泥塑成为安康文化的一张名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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