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22
2013年5月17日 星期五本版责编 林 培 深圳文博会特刊

2012年9月26日晚，画家
王秋奇通宵在号称“天下第
一油纸伞”的伞面上挥洒笔
墨，成就一幅上百平米的山
水大画。在如此大面积的伞
面上创作山水画，王秋奇还
是第一次。在高达十余米的
支架上，王秋奇挥洒自如，下
笔如有神，顿时山俊谷幽，云
绕雾缠，飞流瀑布。整幅山
水大画气势恢宏，充分展现
了王秋奇的绘画功底。据了
解，“天下第一油纸伞”由深
圳巷子坊为庆中秋迎国庆，
喜迎十八大而全力打造。整
个大伞全部由手工制成，有
46 根长达 6.8 米的伞骨支撑，
整个伞面达 156 平米。这是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全手工油
纸伞，且已被世界吉尼斯纪

录认证。值得一提的是，在
如此大的伞面上作画，王秋
奇用的画笔的竟然是扫把，
但这似乎更能准确的表达出

画 家 的 胸 中 丘 壑 。 扫 把 过
处，江山显现，笔墨浸透，更
显峥嵘美景，充分体现了中
国山水画的独特之美。

山水大画 绘上天下第一油纸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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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可亲身体验非遗

梧桐山艺术小镇分会场以深
圳市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园（巷子
坊）和香云纱非遗产业研究与开
发 基 地 为 主 体 。 本 届 文 博 会 期
间，梧桐山艺术小镇以“天工遗
韵·再绽光华”为主题，举办系列
活动。活动以“展览、交易、非遗
文化创意产业开发”为宗旨，充分
展示深圳市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园
的产业链效应。

深圳市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园
（巷子坊）总经理肖伟军介绍，文博
会期间，热贡唐卡非遗馆、吉州古窑
非遗馆、井冈竹编非遗馆、梅州非遗
馆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精品将在
巷子坊集体亮相。“这些非遗馆还会
和产业园形成合作联盟，其中，青海
吾屯文化村与梧桐山艺术小镇结为
文化“姐妹村”，将长期开展园区间
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在梧桐山艺术小镇，观众可以
欣赏到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

“天下第一油纸伞”“世界最大唐卡”
等极具看点的非遗和其他非遗项目
的制作过程，了解传统工艺生产技
术和工艺流程。其中，泥塑艺术家
刘沅声巧夺天工的客家风情泥塑系
列，气势恢宏又沁人心扉；刘可为客
家风情版画，别出心裁，定会让人流
连忘返；湖南衡阳竹林寺心开法师，
发愿为观众提供斋菜，让大家品尝
绿色健康美食。

此外，观众还可以动手参与，亲
身体会传统工艺的魅力。比如可以

动手制作一把油纸伞，或者学学香
云纱染整技艺；可以在“吃的非遗”
手工作坊体验圈自做石磨豆腐、潮
州手打牛肉丸……

梧桐山的美丽嬗变

深圳市罗湖区梧桐山旅游风景
区邻近繁华市区，面临南海大鹏湾，
与香港新界山脉相连、溪水相通，既
是深圳的“绿肺”，又是深圳的“大水
缸”，其景观以“稀”“秀”“幽”“旷”闻
名，其中“梧桐烟云”更是被深圳市
政府评为深圳新八景之一。

由于梧桐山的地理、环境非常
特殊，因此，在艺术小镇的开发和
发展方面，深圳市政府和罗湖区政
府将其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聚集区，这既能带动梧桐山当地
的发展，又能有效保护梧桐山的原
生态环境。在梧桐山“一半山水一
半城”的格局下，在严格遵守环境
保护的准则下，在严格保护原生态
的地理情况下，罗湖区因势利导，
因地制宜，提出打造“非遗产业”创
意园区概念。

2010年，罗湖区政府提出了“四
城一镇”新规划，以金融城、珠宝城、
工艺城、万象城和梧桐山艺术小镇
来撬动罗湖未来30年的发展，并相
继出台扶持政策、投入资金、优化片
区环境，推动梧桐山艺术小镇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为了开发梧桐小
镇，罗湖区政府近 5 年来对梧桐的
生态环境和生活配套进行了改造，
并聚集了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
经过几年发展，梧桐小镇业已成为

一个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艺术生
活区。

肖伟军和他的非遗梦

梧桐山艺术小镇分会场活动的
承办方负责人肖伟军告诉记者，这
是梧桐山艺术小镇第一次作为文博
会的分会场，他希望以此为契机，在
艺术小镇逐渐形成非遗产业集聚
区，使优秀传统文化走近群众，走向
市场，在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
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肖伟军说，在深圳文化产业发
展的大潮下，非遗产业依然是个短
板。随着《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
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出台，

“重点发展利用优秀非遗开发的文
化产品和服务”等内容对非遗产业
进行了政策上的倾斜。作为巷子坊
掌门人的肖伟军因势利导，提出打
造“非遗产业”创意园区概念。在这
一背景下，深圳市非遗产业创意园
应运而生。

2011 年 6 月，巷子坊第一期工
程初步完工，创意园区的建成弥补
了深圳文化产业关于非遗产业方
面的不足，为深圳市的文化产业发

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目前，已
有包括青海唐卡、四川阆中丝绸、
四川泸州油纸伞、井冈竹编竹雕等
28 家非遗项目入驻产业园。它与
深圳市香云莎非遗产业研究与开
发基地一道，全力打造国内首席聚
集优秀非遗项目的研究与研发、展
览展示、体验与交易的“政、产、学、
研、销”专业平台，本着“整合非遗
资源、弘扬非遗文化、再创非遗价
值”为经营理念，积极推动非遗的
健康持续发展。

对 于 梧 桐 山 艺 术 小 镇 的 未
来，肖伟军说，巷子坊将继续利用
本地块的区域优势，结合周边的
现状，通过对梧桐山赤水洞村的
原有旧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整合
文化产业资源，将发展文化产业
与城市更新有效结合起来，以非
遗为核心，推崇创新，积极倡导

“非遗+科技”“非遗+旅游”的经
营理念，立志打造成为深圳非遗
产业开发的文化标杆。将梧桐山
艺术小镇打造成以梧桐山旅游风
景区为中心，结合非遗特色的“文
化旅游一条街”。

（陈一锋）

5月17到20日，第九届深圳文博会期间，作为本届文

博会唯一的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分会场，深圳罗湖区梧桐山

艺术小镇以“非遗展示与产业开发”为核心，与文博会主会

场“非遗馆”遥相呼应。

作为罗湖乃至深圳首家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这是梧桐山艺术小镇首次以文博会分会场的身份

公开亮相，也是罗湖区政府着力打造“四城一镇”的厚积薄

发之作，并将共同展示和见证着深圳市非遗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的铿锵步伐。

中国用漆七千年，到近代渐
渐有衰微之势，盖因近几百年来，
漆器过于注重外在，穷极奢华，竟
尚绮丽，渐渐脱离了实用领域，过
度追求贵气，一味镂雕镶嵌，偏离
了漆的本来面目。积习成器病，
见多成目病，二病相因，逐渐使人
们对漆器产生只尚富贵，品格不
高的认知。

前段时间到桂林观古楼拜访
漆艺家王伯杨，看到他做的漆艺
作品，我眼前一亮。他的漆艺作
品，力避世俗弊病，不尚繁复，而
以优雅安静，古朴自然为美，而且
美感与实用兼具，颇得古人意
趣。其实大漆本身太明艳，可以
夺明镜之光，可以使珠玉失色，所
以一味追求华丽反而有恶紫夺朱
之憾。王伯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
点，从而改革观念，在漆面，线条，
器型上强调格调和意境，并进行
大量的细节处理，成功地把大漆
的燥气收住了。这样做出来的作
品，光华内敛，古雅自然，展现出
一种优雅的气质。让人看过之
后，不禁微微地生出感动：好似多
年不见的知交好友，仿佛暌违已

久的旧日溪山。
分析他的作品，有三点可贵

之 处 ，分 别 是 安 静 、古 意 和 自
然。首先是安静，一个作品安静
的气度很重要。以茶盘为例，一
个茶盘放在茶席之中，与青花紫
砂为伍，如果造型浮躁，雕刻庸
俗，那样就会导致与放在盘上的
茶器格格不入，败了整体气韵。
所以要沉得住气，要安安静静地
自成一格，这样才隽永耐看。王
伯杨的一个禅茶主题的茶盘，放
在亚麻布上，阳光从百叶窗斜透
下来，照在漆面上，泛起一道淡
淡的金芒，显得光洁素雅，而晚
间射灯下，与宋代古盏，晋代香
炉罗列一席，茶烟氤氲，燃香如
柱，又显得安静融洽。一个器物
如人一般，如果大声喧哗甚至喧
宾夺主，气度就差了，而在安静
中又要自成一格不卑不亢，这才
称得上难能可贵。静的境界就
是禅的境界，于静中生意境，胜
于在外表求意境。

第二是古意，长物志提及器
物格调，强调古意。器具篇说：

“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

尚，遂致雅俗莫辩。更有专事绮
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
物。”其实，中国古代的技术流传
方式是人传人，历经几代人就失
传了。后人学习前人成就，不在
于重现技术，而在于体会古人意
趣。在王伯杨的作品中，从茶杯
到漆盘，从小匙到大案，都有大量
的远古元素在跃动。这些远古元
素包括商周硬朗的线条，战国流
畅的装饰，汉代厚朴的砖纹……
这些大美的元素融入了创作之
后，就让作品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灵动宛转的线条，柔中带刚的走
边，既有信马由缰的逸致，也有骨
子里的刚直方正。古意盎然，神
骨俱清。

第三是自然。作品带着一种
淳朴的自然气质。自然是人为的
反面，人为太过，刀斧痕迹太重，
器物往往失其天真，置于名瓷古
盏之间未免烟火气太重，显得呆
滞无趣。然而如果只取一段刚从
深山拖出的材料为器胎，崎岖突
兀，则未免过于粗莽。作为人间
用具，尤其作为真莲净水的茶席
用具，太过于粗莽的器物置于雅

致的茶席中
心，会变得不堪
入目。作者两者
取其中，从材料的自然
形态下手，去其粗莽之气以增
其雅韵，又收敛人力不至毁其天
真。每一条线条，每一个棱角，看
起来都和谐自然，毫无生硬之
感。最终做出来的作品，雅致中
带着三分天趣，流丽中蕴含几分
自然，给人赏心悦目而又能安之
若素的感觉。

最后是用材方面。髹饰录
以利用第一为全篇起首，材料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王伯扬的作
品，主要用材为铁力阴沉木，这
是一种非常珍稀的材料，有着异
常美丽的纹理结构，其纹理如行
云流水，构造如巨兽健肌；而这
种材料一旦和大漆结合起来，出
光如昆山之玉，坚重如沉沙之
铁，犹如古玉一般越养越亮，让
人爱不释手。

最后说几句个人浅见：一种
东西只往一个方向走，终会把路
走窄，奢华尽头，纵能在方寸之
间作掌上舞，也无能增色，好似

城 市 中
争一方寸之
地再起一楼，望
去 也 无 非 林 林 立
立。明人文震亨著书长
物志，以“侈言陈设，未之轻
许”轻轻一言否定，著名的收藏
家王世襄先生，观其大意，大抵
也是厌弃奢华繁琐，崇尚古朴简
单。真正的艺术是要去除时代
性的时尚好恶，而向高尚之境提
升的。青年漆艺家王伯扬就是
因为有着这样的深刻认识和感
悟，所以多年来始终遵循原创精
神，用传统大漆演绎着当代的生
活情趣，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
去向人们叙述着现代的大漆之
美。其漆艺作品，虽然还未臻无
缺，但其走清朗疏简的文人风格
兼具实用，路子是走对的，当今

文 人 审
美已经脱出
古代文人这个身
份，而融进现代审美
体系。高格调，去低俗，是
内心呼唤着文化复兴的这个
时代所需要的一股清风，是这
个时代的脉管里，奔流着的健康
血液！

贵宾鉴赏地址：
深圳市大沙河公园文化体育

俱乐部

贵宾鉴赏网址：
www.vipwindows.com

青年漆艺家，1977年

出生，祖籍广西合浦，桂

林观古楼艺术村董事、总

经理，艺术村漆艺创意带

头人。

王伯杨

大漆漆画茶杯

大漆灵芝

大漆福禄茶杯

大漆铁力木艺术茶盘

大漆铁力阴沉木艺术茶盘

大漆香道茶道作品

西周云雷纹夔纹大漆茶具

古道绝尘——王伯杨大漆艺术赏析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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