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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工匠精神·苏艺”蒋喜玉雕艺术精品展、王丽华苏绣艺术精品展、韩建贤苏作家具艺术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同时开展。三位苏州工艺的

代表性传承人用精湛的作品完美演绎了“苏作”在技艺层面上的“精、细、雅、巧”，并且十分注重文化审美精神层面的表达，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作品

在中国美术馆一经亮相，就赢得了观展者的连连称赞。《美术文化周刊》本期特别策划将三位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艺术特色进行集中呈现，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李百灵

苏州人爱玉，琢玉史可追溯至良渚

文化时期，明代以来，苏州玉雕界名家

辈出，以陆子冈为代表，开一派宗风，从

而使得“苏邦”玉雕独领风骚数百年。

作为苏州玉雕技艺的领军人物，蒋

喜有着近 40 年的玉雕创作经验。此次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蒋喜玉雕艺术精

品展”包含了蒋喜历次参赛获奖的艺术

作品和蒋喜美石坊研发、设计的玉雕创

作新形制“龙凤玉对牌系列”等 70 余件

作品，分“典昱苏艺”“斫古栖璞”“华韵

承新”三部分。从作品中既可以看到古

代玉器的风韵，又融汇了蒋喜自己的艺

术思想和创作风格。

蒋喜以仿古玉雕见长。其对高古、

殷商、西周、战国、两汉以及唐宋风格玉

器颇有研究，对于明清玉雕亦游刃有

余，尤其是运用老刀法琢玉成器有极

高的造诣，其拟古的作品细致入微，古

韵十足。“对于我来说，所要寻求的是

玉石之中的刚柔相济的和谐之美、礼

乐之美，‘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追求的是一种人内心的和谐，也正是

我所寻求的境界。”蒋喜说。“师古”而

不“泥古”，是蒋喜多年玉雕生涯的宝

贵经验。此次展出的“龙凤玉对牌系

列”作品和《薄胎品茗茶具》作品风格

独特，融合了辟邪、翁仲、八刀蝉等设

计和雕刻的“变化”，是“神似”的一种

新表述，也展现出蒋喜对传承与创新这

一命题的理解。

在领悟了古代玉器精髓之后，蒋喜

将殷商、春秋战国、汉唐的玉器纹饰及

造型中的典型元素创造性地艺术化运

用，雕琢出许多既包含了浓郁远古玉文

化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的玉雕作品。

此次展出的蒋喜参评、并荣获第七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作品，就是这类

作品的代表。其中，《云天下》结合了现

代人的几何审美，以金字塔作为沟通媒

介，镂空“四灵”坐镇塔底，两者浑然一

体，层层向上，直达云天，贯通古今。作

品自上而下写意式渐变，既蕴含着对传

统哲学的思考，又渗透着现代人的审美

情趣。《望天吼》以相互对应的大、小瑞

兽为主体，结合“实”和“镂”的雕法，舒

张流畅和富有韵律，产生刚柔相济的效

果，并借以瑞兽桀骜不驯、仰首咆哮的

气势和神韵，体现了图强猛进的精神风

貌。

蒋喜对线条的琢磨独树一帜。他

恢复了早已失传的“游丝毛雕”“斜刀

工”“汉八刀”等传统玉雕技法。师古汉

代的“游丝毛雕”线条纤细如丝，似断似

续，弯曲有度，一气呵成。“汉八刀”干净

利索，线条简练，琢磨精细，刀刀见锋。

他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灵感来自于自

己收藏的万余件史前石器。蒋喜说：

“数千年前的石器，不仅代表当时的生

产力水平，更有简洁、质朴、实用的制作

工艺，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

想。这批石器是我玉雕事业的催化剂，

培养了我扎实的基本功。从这些石器

上反映的切割、钻孔、雕琢……都是我

研究和实践的方向。恢复已经失传的

制作技艺，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责任。”

多年来，蒋喜身体力行，一直在为

苏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玉雕

行业发展先行探索而持续努力。他几

乎跑遍了全国的玉器市场，看世界各地

最好的博物馆收藏，拜访业内高人、向

所有出色的同行求教他们各自的从业

心得。足迹所到之处，一切与美学相

关、能够启迪创作的活动他都积极参与

学习。他编著的《太湖沉宝》展示了其

收藏的 200 件石器精品，是对太湖流域

古 文 化 探 索 的 不 可 多 得 的 第 一 手 资

料。其出版的学术专著《美石者》，是苏

州当代玉雕首部专著。

在 2018 年第七届工艺美术大师评

选中，蒋喜获评成为苏州玉雕界首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说：“这一成

绩的取得，得益于这个优秀传统文化

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得益于人民群

众 不 断 追 求 幸 福 美 好 生 活 的 伟 大 机

遇，得益于我行走在玉雕之路上遇到

的众多良师诤友，这一切都让我心怀

感恩，唯有以更大的努力来回馈所有

的鼓励与期待。”

王丽华：绣出“中国符号”
本报记者 李亦奕

“她从 2200 多年的历史走来，婉

约 精 致 ，一 如 江 南 水 乡 般 的 细 腻 绵

长。她从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下走来，

心手相传，渗透着朴素亲切的淡雅端

庄。园林、绘画、评弹，苏州是中华文

化中最柔美的姑娘。而苏绣，一定是

她穿在身上让人心旌荡漾的衣裳。”这

是中国文化产业国际论坛组委会对苏

州刺绣的描述。时至当代，苏州刺绣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构图和制作技巧，

加入了很多绘画的构成及色彩元素，

极大地拓展了苏绣的表现能力和绣面

效果。

王丽华正是当代苏绣融合创新的

代表性人物之一。她自幼研习苏绣，

师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福臻，并得

到其他艺术大师及刺绣前辈的精心指

导，深得刺绣艺术的精髓。2001 年，

王丽华在一位台湾客户处偶然看到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青铜器藏品的画册，

爱不释手。于是，绣惯了动物花草和

人物肖像等传统题材的王丽华心中有

了创新的想法——绣青铜器。王丽华

坦言：“绣青铜器的难度不仅在于要反

映物体本身的形态，还要将它们历经

千年风霜洗礼的感觉表达出来。”

如何表达青铜器的 厚 重 感 以 及

器 皿 上 的 纹 样 ，包 括 因 岁 月 而 留 下

的 残 缺 、锈 蚀 。 苏 绣 前 辈 遗 留 下 来

的 40 余 种 针 法 均 不 能 达 到 理 想 效

果 。 为 了 探 索 适 合 的 针 法 ，王 丽 华

前 往 美 术 院 校 专 门 学 习 油 画 技 法 ，

从 绘 画 光 影 效 果 、素 描 明 暗 转 折 等

处 理 手 法 中 汲 取 灵 感 ，在 多 番 尝 试

摸索中，王丽华研发出最合适青铜器

表 达 的 绣 法 技 艺——“ 八 工 针 法 ”。

在用“八工针法”创造青铜器题林作

品时，王丽华很好地驾驭了疏密、粗

细、镶色等关系，在斑驳处与平整处

都 能 处理恰当，较好地实现了刺绣

“柔与力”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成功的

对比表达图式，实现了国之重器到精

美艺术品的完美转化。

在先后创作了《龙门石窟》《毛公

鼎》《犀尊》等青铜系列作品后，王丽

华的艺术探索之路并未止步。近几

年，她将题材表现转移到“壁画绣”和

陶俑上。“我很喜欢与佛教有关的器

物、作品等，看了它们之后给我一种

安静的感觉，我想用手中的针线把它

们表现出来。”在表现壁画时，王丽华

已能熟练掌握“八工针法”，并将其灵

活自然地表达再现，针法活泼灵动、

色彩丰富饱满，明暗效果强烈，富有

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从《敦煌莫高窟

第 45 窟 胁 侍 菩 萨》《崇 庆 寺 文 殊 菩

萨》等新作中功力可见一斑。

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王丽

华苏绣艺术精品展”上，《阿难》《肉形

石》《毛公鼎》《龙门石窟》《绿度母》等

38 件以中华传世名品为原型的刺绣

力作均在展出之列，这些作品细节刻

画生动，极具质感。展览现场，人们

纷纷感叹：“这不是照片吗？这么精

细会是绣出来的？”其中，《毛公鼎》整

幅作品绣制长达一年半之久，用 500

多种颜色的丝线，王丽华将“八工针

法”的丝理向不同方向伸展，增强光

线散射能力，将蚕丝本身的光泽“去

掉”，是一种亚光的针法处理方式，因

此还原了材质的真实感，实现了现代

苏绣和千年文化的完美融合。另一幅

历史长卷——《千里江山图》也吸引不

少观众驻足欣赏。王丽华说：“我发现

这是一个既符合自己技艺特色，又符

合时代特色的题材，它比《姑苏繁华

图》更广阔，需要采用更多的针法，调

用 更 大 跨 度 的 色 彩 ，才 能 绣 出 层 次

感。我带领 10多位绣娘在去年上半年

创作完成，作为礼赞新时代的作品！”

从仿古绣到仿真绣，从青铜器皿

到壁画石窟，历经了几十年苏绣题材

的不断变化和摸索，从最初的“师造

化”再到后来的“中得心源”，植根传

统，融会创新。王丽华以针作笔，以

线着色，“心手合一”来造物，不断探

索创新，使苏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

感召力。

韩建贤：追求木作的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李亦奕

苏作家具作为明式家具的代表，在

继承宋、元家具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已

形成一个独立体系。特别是苏作红木

家具，在整体风格上一直保持着新丽典

雅、温婉脱俗的气质，形成了造型轻巧、

俊秀、素雅的特点。在苏作红木家具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

高技术水平的人才，韩建贤就是当下颇

具代表性的一位。

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韩建贤

苏作家具艺术精品展”，展出了韩建贤创

作的20余件红木家具精品，包括《方桌五

件套》《有束腰壶门牙子霸王枨方桌》《有

束腰马蹄足条案》《有束腰马蹄祥云画案》

等代表作，每一件作品都透着苏作工艺的

玲珑典雅、简约隽秀的美学风格，观众可

从中领略到中国古代家具的优秀传承。

刚届不惑的韩建贤出生在苏州，身

为本土工艺美术家，苏州的历史人文传

统为韩建贤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他从工笔花鸟、砖雕木雕乃至古代音律

中不断吸取文化养分，融入自己的家具

设计中。在从事红木家具研究、制作 20

多年中，韩建贤在工艺上有极深的造

诣，除了精工细刻，他还一直坚持从设

计入手，注重作品的每处细节与表达，

这种力求完美的工匠精神造就了韩建

贤的纯熟工艺，同时，他也将中式家具

制作的传统与神韵发挥到极致。

韩建贤的作品用料考究，结构大方

得体，深得“苏式木作”造型简练、线条

挺 括 、做 工 精 良 、磨 清 光 亮 的 工 艺 精

髓。比如，在展厅中展示的“有束腰马

蹄足条案”，材质为小叶紫檀嵌黄花梨，

结构自然大方，线条布局和谐流畅，整

款条案没有添加任何花纹雕饰，通体素

光整洁，案面棱角分明，艺术效果极佳，

充分展示了苏作工艺的匠心独运。“束

腰马蹄素围板罗汉床”则是用花纹美观

的厚独板制成，通体光素，围板上边前

低后高起伏，造型暗含七屏风式。束腰

略高，浑厚中带有挺拔之感。用料粗

大、劲挺雄浑，营造出大气有力的艺术

效果，是经典的眀式家具。在韩建贤看

来，优质的木材、稳固的结构、优美的造

型、舒适的倚靠、精细的木作工艺是一

件高档艺术家具不可缺少的要素。

20 多年的不忘初心和对苏作匠心精

神的坚守，韩建贤深深体会到，苏作艺术家

具就好比一张桌子的四条腿，一条是木材，

一条是制品，一条是文化，还有一条是艺

术。“只有让自己的木作技术具有文化内

涵，具有艺术感染力，才能让人在使用过程

中，不只是把家具当作实用品，而是得到一

种美的享受，从而真正使其拥有文化的符

号和艺术的张力。”韩建贤说。 韩建贤创作的苏式红木家具一组

陶瓷标记时间

这里先预设一个问题：假设瓷罐中

有一只昆虫，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黏土与釉料是陶瓷在烧制前的形

态，而陶瓷之所以获取这一俗称是取决

于高温烧造改变了泥土与釉料的分子

结构，我们不会将未烧造前的泥坯称为

陶瓷。显然，昆虫只能在该物质高温冷

却后才得以进入，也就是泥坯成为陶瓷

之后。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时间上界定

了陶瓷的生成。有趣的是，那只昆虫尽

管身在瓷罐之中，却无法真正和陶瓷产

生联系。

可以说，陶瓷作为一个物质的暂时

性状态——破碎前的状态 ，成 了 泥 坯

与 碎 片 的 边 界 。 陶 瓷 生 成 后 时 刻 伴

随着死亡的危机，一旦它被撞击或是

滑落，这个身份将会随着它的破碎立

即消失。

同时，它也是一条具有厚度的时间

边界，因为陶瓷状态并非总是转瞬即

逝，许多博物馆中陈列的瓷罐证明了这

一点。相较于陶瓷的实体存在，时间则

是虚无的，而我们可以借助陶瓷对时间

进行标记。首先它作为黏土与碎片的

边界标记了时间。宽泛来说，在历史时

间概念中，博物馆中的陶瓷底款所标示

的具体年号也是对时间的一种标记。

质感配置资源

黏土由陶到瓷的媒介演进与其他

媒介的发展并无二致。消费与交换的

过 程 中 产 生 新 的 需 求 加 速 了 媒 介 迭

代。也就意味着在世俗生活中，某些群

体的凸炫感催生出新的需求——比粗

糙更加细腻光润的质感匹配更加精致

的生活。

这样，材料的迭代带来了艺术创作

中瓷媒介新的语言，即以光洁的釉层作

为展示界面并将这一绘画界面的概念

强化，以此来呈现平面性的描绘。更加

光洁的绘画界面的确立提供了深入刻

画与丰富造型的物质性基础，助推了陶

瓷绘画的发展。不同于油画布，这种透

明的界面联通了内外——它不仅将釉

上与釉下融为整体，玻璃质界面的阻隔

分离出两层空间。这种将虚实塑造空

间的逻辑与釉面分隔的实体空间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中国传统绘画在

空间表现上的技术性缺陷。除此之外，

釉下的料性不易控制，显现的较为单一

且发色相对虚糊，釉上界面光洁易于刻

画并较多地呈现为丰富鲜艳的色彩。

明清陶瓷中频现的“斗彩”即是用到了

这种语言形式。

陶瓷的阅读方式同样是质感的一

种体现，正是构图逻辑引导了阅读方

式，陶瓷圆器如同环形银幕舞台，后者

是观众居于中心向外旋转阅读，前者则

由外向内阅读，两者的主客体位置正好

相反。“圆器”的构图，连接平面的左右

两端，依靠旋转器物消解静态时所产生

的边界，从而制造空间幻象。旋转的状

态使得人们无法将视觉中心凝视于某

一点，这些流动的图景由时空与运动所

生成。

陶瓷的解域与建域

当代陶艺对传统陶瓷超越惯用的

策略是给予传统一座丰碑，让其成为历

史，用以完成权力的交割。艺术家们发

现，泥的塑造性与丰富的釉料将陶瓷模

仿其他质地成为可能。事实上，在他物

被置换成陶瓷材料以及看似真实的他

物的时候，并没有真的成为那些材料以

及与之相对应的被描述物品本身，只是

以此作为一种解域陶瓷的方法。被用

心刻画与模仿的那些陶艺作品，制造了

一个沉思的情境——人们凝视它为了

找到那些旧有陶瓷视觉的痕迹，甄别两

者的差异以获取新的经验。

在当今的艺术现场，陶瓷没有成为

艺术创作的主流媒介，而作为“少数”同

样也具有某种潜能。“多数”身份的主流

艺术媒介借助陶瓷媒介的少数方式（并

非是陶瓷作为少数群体或小众媒介）来

动摇多数本身固有的强大秩序与规则，

并试图施以“破局演化”来完成解域。

陶瓷的自我解域以及对他者的解

域行为，是为了对陶 瓷 进 行 再 建 域 。

除此之外，资本与记忆等要素也参与

其中，如同“鸡缸杯”作为陶瓷总体概

念中某一时段的切片，由于资本的介

入 因 素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成 了 陶 瓷 的 指

代；博物馆文献中的陶瓷与当代陶艺

作品以“陶瓷形象与身份的主客体化”

在不同文化空间分别阐释的同时又互

相解域。正是基于“当下的任何问题

都需要回到古代去寻找源头与事物的

分支”这一逻辑，后者的发展以前者为

历史依据，同时胁迫前者作为历史符

号与蒸汽机发明之前的落后且愚昧的

时代联系起来。

回到开篇讲到的“陶瓷对时间的标

记”，然而这并非是陶瓷媒介所独有的

特质，它与诸多媒介一样具备标记时间

的能力。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陶瓷以时

间概念标记了“（文化）破碎前”。推导

出“陶瓷再建域”阐发的新内涵——陶

瓷除了作为具体物质的所指，还以事物

破碎前的状态生成了陶瓷的能指。

陶瓷媒介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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