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在现代技术不断让人“歇手”的今天，掌握传统技艺的人是最

幸福的。他们掌握着手工技艺，掌握着任由自我支配的丰满的生产

力，可以自由地规划艺术化的生活，并以此奉献世界。

施展手艺的工作是如此的美好，它不仅造就艺术的成果，即便与

自然材料打交道的工作过程也是极具艺术性的。在手工操作中心

性和物性、意匠与机缘，借人力和天工彼此磨合、相互激发，不断唤

起粲然的意象和蓬勃的情致，让人手脑并用、身心皆动，感受到应

对挑战的兴奋和左右逢源的惬意，这是手工艺创作中所特有的审

美快乐。手触的指纹、敲击的斑痕或刻划的印迹，带着手艺人的愉

快心情留在作品上，使手工艺作每每呈现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

这些形、色、质的“真迹”印证和指认着人的真情实感，洋溢着无法磨

灭的人格气息和人性光辉，让手工艺作永远地透着一种会心的归属

感，弥足珍贵。

王亚雄、徐徐、高振宇3位无比珍重自己的手艺，热爱自己的手艺

活儿。他们天资聪颖、勤奋不怠，在漆艺、陶艺诸工艺领域长期研

习、不懈追求，以至艺术精湛、成就斐然，堪称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

作的中坚。3位艺术家的作品法度严谨、手风利落、招式老到、语言

精纯，方寸间透着从容不迫的雍容气象和超凡脱俗的高雅气质，极

大地提升了手工艺作的形式品格和美学境界。就繁荣发展中国手工

艺而言，他们对手工劳作的坚持和专注、对手工艺传统的尊重和遵

循、对工艺品质和品格至善至美的讲究和追求都体现了一种自觉的

责任担当，具有积极的表率意义。

吕品田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20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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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手

工技艺的精髓，展示 当 代 漆 艺 陶

艺 创 作 的 优 秀 成 果 ，由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主 办 ，中 国 妇 女 儿 童

博 物 馆 协 办 ，文 化 部 和 中 华 全

国 妇 女 联 合 会 作 为 支 持 单 位 的

“朴散徐来 物雅于正——中国艺

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王亚

雄、徐徐、高振宇三人展”将于 10

月 16 日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隆

重开幕。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

一 的 国 家 级 综 合 性 艺 术 科 研 机

构，汇集了中国当代各个艺术门

类一大批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专

家、学者和艺术家，60 年来，在艺

术科学研究领域的各个学科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世纪以

来，艺术创作更成为中国艺术研

究院艺术科研、艺术创作和艺术

教育“三足鼎立”发展格局中的重

要一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艺术研究院于 2005 年 11 月

成立了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艺术创作研究中心自成立以

来，汇聚了一批全国艺术专业创

作人才，形成了一批可以产生国

内外重要影响的创作群体力量。

目前艺术创作研究中心设有艺术

创作研究室、陶瓷艺术研究中心、

数字动漫艺术创作研究中心、艺

术品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4 个部门；

拥有创作研究人员 26 位，特约研

究员 14 位；创作门类包括书画、文

学、演奏、作曲、表演、漆艺、陶艺、

舞台美术设计及艺术策划等多个

方面。成功举办了多个高层次、

高水平的书画和陶瓷艺术展，召

开专题研讨会、开展系列创作教

育活动，向艺术界和社会公众展

示了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在艺术创

作方面的重要成果。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紧密围绕中国艺术研究院

的中心工作，将艺术理论研究与

艺术实践有机结合，探索开展各

种内容形式的创作研究活动，逐

步提升艺术创作水准，为我国艺

术科研与艺术创作的整体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朴散徐来 物雅于正——中

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王亚雄、徐徐、高振宇三人展”是

“2011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

系列展”的第六个展览，展览集合

了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的王亚雄、

徐徐、高振宇 3 位艺术家数年来的

探索和创新之作。

王 亚 雄 的 艺 术 创 造 涉 猎 广

泛，包括家具、茶器、酒器、文玩、

书籍装帧、首饰设计等方面。在

他的这些作品中，观众既能够读

懂艺术家所执着的文化传承的重

要性，也可以体会到他对自然、对

生命和对现实生活真挚的热爱。

他的勤恳苦干、锐意进取不是想

要证明什么，而是在探索中国工

艺的伟大传统与现代中国人现实

生活的最佳契合点。中国工艺从

来都是为了中国人更美好的生活

而创造的，这个真理在王亚雄的

所思所做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徐徐、高振宇两位艺术家专

攻陶艺创作，他们的创作过程从

无到有、从一团泥到一件精美的

艺术品，均以艺术家多年的文化

修养、精妙的造型构思和过硬的

专业技术作为保证。在与泥土建

立关系的过程中弥散着想象的源

泉，在无限的创作空间里漂浮着

灵感的律动，在与前辈大师形成

的 上 下 关 系 中 建 构 着 自 己 的 面

貌。所有这些由于有了手的参与

而发生了变化，一切真实的情感

伴随着手工的过程被注入作品之

中。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

可 以 清 晰 地 看 到 没 有 过 度 的 装

饰，遵循法度，含蓄、内敛、温润，

又勇于突破，这些要素是他们人

品、气质的自然流露。这些要素

和气质比盲目的创新更为重要。

这一切都来自于“茶”的精神，来

自于他们在茶陶——紫砂艺术方

面深层次的探索，并将这种文化

精神发扬到与我们现代人生活息

息相关的陶艺器皿当中。

今天，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

作为一个传统手工艺者，如何将

其 作 为 参 照，并 与 之 拉 开 距 离，

其间的距离越大，其中的理论和

学 术 的 意 义 也 就 越 大 。 这 不 仅

是 一 个 文 化 策 略 的 问 题 ，也 是

一 个 文 化 选 择 和 价 值 观 的 体

现 ，更是一种艺术家主体性立场

的彰显。当我们面对这 3 位艺术

家的手工作品时，吸引我们的可

能不仅是精湛高超的技艺和材料

本身所带来的审美体验，而且我

们从中发觉了一种本土传统文化

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所爆发的勃

然生机。这生机宛如一种动力支

撑着我们寻找自己的方向，更重

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

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传承者的

责任担当。这基因不仅存留在他

们手中的现实器物里，更存留在

每个人的心中。

徐徐艺术档案

1963 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

陶艺世家；1982 年进入宜兴紫砂

工艺厂研究所，师从著名的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先生，学习

传统紫砂工艺；1986 年进入无锡

轻工业学院装潢专业学习；1990

年留学日本，师从于日本著名的

陶艺家高桥弘，遍访日本各大陶

瓷产地；1993 年进入中国艺术研

究院陶瓷艺术工作室；

2001 年任中国艺术研究

院陶瓷艺术研究中心讲

师，从事紫砂艺术创作，

整理顾景舟先生紫砂水

平壶系列遗稿；现为中国

艺术研究院陶艺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展览情况

1994 年 至 1997 年

参加国际、国内的诸多

紫砂陶瓷艺术展览

2000 年 参 加 香

港 、台 湾 等 地 紫 砂 艺

术 展 及 两 岸 文 化 交 流

活动

2003 年参加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及教授展

2004 年参加顾景舟及其弟子

作品展

2005年参加2005中国陶都——

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暨陶艺展，

筹备东亚国际陶艺展

2006 年参加中国当代陶瓷艺

术邀请展

2007 年参加煎茶陶艺之美与

传统展

2009 年参加陶都风——中国

宜兴陶瓷艺术展

高振宇艺术档案

1964 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

陶瓷世家；1982 年进入宜兴紫砂

工艺厂工作，师从著名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顾景舟先生，学习紫砂

传统工艺；1989 年毕业于南京艺

术学院，获文学学士

学位；1993 年毕业于

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

工业工艺设计系陶瓷

专业研究生院，师从

世界著名陶艺家加藤

达美；1993 年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创立陶瓷

艺术创作研究室，任

研究室主任；2003 年

被聘为鲁迅美术学院

客座教授；2004 年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2005 年受聘为中

国美术馆“中国陶瓷

艺术大展”专家组专

家。同年，受聘为日

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客

座教授。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陶

艺研究中心研究员。

展览情况

1992 年在日本东京首次举办

陶艺个展“青春的瓷器”

1997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高

振宇陶瓷艺术展暨高振宇陶艺研

讨会

2000 年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

陶艺家五人展

2001 年 在 台 湾 参 加 陶 艺 双

年展

2003 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及教授展

2004 年在上海参加顾景舟及

其弟子作品展

2006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玉

出昆岗——高振宇陶艺展

2007 年参加北京故宫博物院

举办的紫泥清韵展

2010 年 在 北 京 参 加 无 尽 缘

起—— 跨界艺术展

出版著作

发表《宋代影青瓷的憧憬与

追 究》、《宜 兴 窑》、《陶 艺 的 现

代》、《秘色瓷的再认识》 、《现代

陶艺的收藏》、《与顾爷爷在一起

的日子》、《谈父亲的紫砂设计》、

《窑边随想》、《作陶随感》等文章，

主编 《顾景舟紫砂艺术》，参与编

纂《中国美术大字典》，主编《器皿

之心》（上、下）。

王亚雄艺术档案

1961 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山

东省烟台市，幼年随父亲王廷谦

学习书法、家具制作，后师从黄

苗子学习书法和美术理论；1989

年至 1993 年在日本德岛大学综

合科学部学习；1993 年至 1995 年

在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大学院学

习，获美术教育学硕士

学位；1995 年至 1996 年

在 日 本 东 京 艺 术 大 学

学 习 。 现 为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创 作 研 究 中 心

副研究员。

展览及获奖情况

1991 年 在 日 本 德

岛县乡土文化会馆举办

个人书法篆刻展览

1992 年 获 德 岛 第

二十五届文化艺术节优

秀奖

2003 年 举 办 黄 苗

子、郁风、王亚雄书法、绘

画、篆刻、制砚三人展

2004 年 在 清 华 大

学美术学院举办王亚雄

作品展

2007 年在日本德岛县乡土文

化会馆举办王亚雄漆艺展

2010 年 在 中 国 美 术 馆 策 划

“日用即道——2010 国际漆艺展”

出版著作

《书巢——王亚雄作品集》

《大 匠 天 地 —— 王 亚 雄 作

品集》
莲瓣壶（清水泥） 高振宇 作

刀一组（葫芦、竹、瓷、丝、金箔、漆） 王亚雄 作

朴散徐来 物雅于正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王亚雄、徐徐、高振宇三人展

香盒一组（竹、木、灵芝、丝、金箔、漆） 王亚雄 作

凳（木、陶、麻、漆） 王亚雄 作

西施壶（朱泥） 徐 徐 作

方卓壶（清水泥调砂） 高振宇 作

大钟德壶（紫泥） 高振宇 作掇只壶（徐秀棠先生题刻）（清水紫砂泥） 徐 徐 作

葫芦对壶 ［左：小葫芦壶（段泥冻梨皮）右：大葫芦壶（段泥）］

（徐秀棠先生题刻） 徐 徐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