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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设计主意

本报记者 王溪楠

唐代既是我国佛教发展的第
一个高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雕塑
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涌
现出众多精美绝伦的佛教题材雕
塑艺术品。在举世闻名的大同云
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
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这中国四大
石窟群中，唐代石雕造像都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此尊佛头造像正是盛唐时期
石雕造像的传世代表作之一, 高
46 厘米，宽 24 厘米，厚 26 厘米,具
有丰颐秀眉、高鼻梁、樱桃口的大
型佛头，体现着盛唐时代特有的浪
漫主义审美概念。透过微启的双
目，既流露出成就正觉者矜持满足
的神态，又仿佛是超脱尘世者对芸
芸众生的悲悯。

在雕刻技巧上运用娴熟简洁
的漫圆刀法雕成，螺形卷发作覆钵
状耸起，造型颇为特别。石质坚
硬，形象保存良好，堪称盛唐石雕
艺术不可多得的优秀遗例之一。

此尊佛头造像于晚清至民国
时期流散海外，此后一直杳无音
讯，漂泊在外近百年，直到近年才
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回归祖国的
怀抱。曾著录于 1989年台北出版
的《中国古佛雕》一书。

佛头造像

有人爱好，这门手艺就不会失传
——访“聚元号”弓箭技艺传承人杨福喜

“聚元号”弓箭工作室位于北京通

州区的一个村子里，位置显得有些偏

僻，大门上贴着用蒙文书写的一副对

联。一位留着花白胡须的长发老人出

来迎我进屋，豁亮的嗓门和拇指上的扳

指让我识出了这便是“聚元号”的主人

杨福喜。工作室很宽敞，客厅正中的墙

上挂着“聚元号”的牌匾，屋内摆着各种

制作好的弓、箭和弩。“这里安静，房租

又便宜，就在这儿呆下来了，现在已经 5

年了。”杨福喜笑着说。现在他大部分

时间都是在这里“做活”，儿子也会经常

来给他帮忙，城里潘家园的店由夫人主

要负责打理，“我从小就是夜游子，上午

一般不怎么做，从傍晚开始，大概会做

活到凌晨 1点左右吧。”

“聚元号”源自造办处

据杨福喜介绍，最早一批做弓箭的

手工艺人是随清军入关时一同进城的，

“聚元号”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它

的前身便是清内廷造办处的“弓作”，

其生产、销售都是由朝廷控制，是专门

负责皇室御用弓箭的制作机构。道光

时期，因为有了枪、炮等火器，弓箭这类

冷兵器的使用范围便开始逐渐缩小，加

之国库空虚，造办处就被取消了。1820

年，原来的“弓作”全部搬至时处东四地

区的“弓箭大院”。在那时，院内大概有

40家弓箭铺，也皆为皇室御用。清政府

灭亡后，弓箭大院解散，“聚元号”沦为

了民间作坊。解放之后，那一带的弓箭

铺已递减到 4 家。时至今日，真正传统

的弓箭制作技艺，现在北京只剩下“聚

元号”一家了。

杨福喜家族是世代制作弓箭的手

工艺人，爷爷杨瑞林打小在“弓箭大院”

学习此门手艺，在清末花了 40大洋从一

对姓王的夫妇手中买下了濒临破产的

“聚元号”铺子，之后又开发制作了弩

弓、袖箭、箭枪等品种，生意清淡的“聚

元号”在他的手中又逐渐振兴起来。这

期间，杨瑞林的二儿子杨文通一直跟随

父亲学艺，干得一手漂亮的活计。“文

革”时期，国家不允许做弓箭，杨文通便

改行做了一名木工，但他一直没有放弃

制作弓箭。杨福喜是杨文通的小儿子，

从小就浸润在此种环境下，杨福喜自然

也对弓箭制作有着别样的感情与高人

一等的悟性。1992 年，他正式辞掉了工

作，专心跟从父亲学艺，全面继承了家

族的全套制作技艺，成为“聚元号”的第

10代传人。

“白活”和“画活”

2008 年，杨福喜制作的一套弓箭卖

2000 元，现在一把弓加五支箭要 4 至 5

万元不等，且价格有递增的趋势，这主

要是由于原材料的成本很高加之耗费

人力等原因。据杨福喜介绍，弓箭的制

作技艺颇为复杂、费时，原料也是来自

世界各地，在北京能采到的原料只有木

头，水牛角一般是泰国、越南的，好的要

有六七百元。制箭所需的雕翎、鹅毛一

般是法国的，粘合用的鳔胶一桶也要七

八百元，贵的要一千五六。在采访过程

中，记者注意到每把弓的大小都不一，

这是根据每个人身高、臂展、力量等不

同的身体条件量身定制的，所以说每把

弓都是独一无二的。

弓的制作分为“白活”和“画活”两

个步骤，“白活”是指制作整个弓体的过

程。首先，弓臂是以竹子为内胎的，中

间还要加上一块木头，这样可以让整个

形状看起来更美观，不像“锅底”那样圆

钝。随后在弓臂外面贴上水牛角，内面

粘上牛筋以加强其弹力，再在弓臂两端

安上木制的“弓肖”，最后用特殊技艺制

作的棉线绷在弓上，弓体的制作大致就

完成了。之后还要经过打磨、长时间的

调整才能进入到“画活”的阶段。这个

阶段主要是在制作好的弓体上进行绘

画、装饰。画之前要在弓体上贴上一层

桦树皮以起到防潮的作用，然后辅以专

用的油漆、油纸、珍珠鱼皮、蛇皮等材

料，按照客户挑选的图案进行装饰。图

案多为“子孙万代”“福禄”“长圆寿字”

等等。箭的制作则显得相对简单一些，

主要分为调杆、打皮、刮杆、安装箭头和

尾羽等步骤。

杨福喜说，一套弓箭的制作时间至

少要 5 个月到半年，他现在手里做的活

才是四五年前的订单，为何时间会如此

之久呢？据他介绍，老辈人的规矩是说

一把弓箭要放上一个四季才算是真正

的出炉。因为弓箭做好后，因着天气、

温度等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如果做好

了就马上交到客户手里，出现了这些问

题他们是没有办法进行修整的。“这些

做好的弓箭要在我这里放上小一年的

时间，每天我都要把每张弓拉一遍，以

便找出其中的问题进行调整。”杨福喜

指着小半个屋的弓箭说。

订单不断传承难

杨福喜现在的订单很多，客户都是

慕名而来的，往往同时要做十几把弓。

他说，买弓箭的人大部分是作为艺术品

来收藏的，一部分是拿来送礼的，还有

带着它去打猎的。

现在“聚元号”只在潘家园市场设

立了店铺。有人想跟杨福喜合作开分

店、网店，但现在的活计已令他应接不

暇，所以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意向。国

家会定期给像他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拨款作为支持，按他的话说：

“我们这批手艺人是赶上好的时期了。”

当被问及是否收有徒弟的时候，杨

福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和担忧：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学习

制作弓箭，这几年陆陆续续我带了 20几

个徒弟，有几个人都是跪在我门前，说不

学会就不回家，结果没学多久就都跑了，

这毕竟是一门手艺，学起来也挺苦的，需

要时间和耐心，坚持不了肯定不行。”据

他介绍，他的学徒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

个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前两天又有人找

他学习弓箭的制作，但都被谢绝了。现

在儿子跟他一起制作弓箭，杨福喜暂时

打算继续以家族传承的方式来延续这门

手艺，对于未来，他不免感到迷惘。但是

他相信有这么多爱好这门手艺的人存

在，弓箭制作技艺就不会失传。

因为具有东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以

及对于细节坚持的特质，使得台湾设

计引领新亚洲生活风格成为先行者。

台湾设计的魅力源自于对于生活的深

刻体会，而“台湾设计主意”即是将生

活里美好的吉光片羽透过设计的力量

转换成生活的能量。

3,co，回归本真

3,co 为台湾自创的瓷器品牌，“三

生万物”的中心思想绵亘东方千年；对

西方人而言，“三”更是贯穿宗教、哲思、

科学各领域的一个特别的数字。以 3

为名，3,co 带领人们回归其纯粹本质。

设计师简正雄说：“我们希望成为一个

艺术设计与生活之间的连结者。秉持

着低调、永续、简约的风格，以柔和雅致

的线条，秾纤合度地呈现器物的层次与

深度，有着当代设计的调性，亦富涵东

方内敛的人文底蕴，让器皿不论是在被

使用的状态中、或摆放的当下，都可以

自然地与使用者、与空间完美融合，为

人们的生活添加一抹美丽的风景。”

从 艺 术 家 手 中 幻 化 出 的 形 体 线

型，来自悉心反复琢磨，进而倾注长时

间创作所积淀出的精粹质地。3,co 的

花器、茶具、餐瓷，传递物之本性，秉持

原创力十足的实验精神，将颜料直接

与瓷土混合，以无釉料呈现其素朴米

白原色，开发出独树一帜的优雅色调。

“掌生谷粒”，农业的灵魂

一个看起来、摸起来、吃起来是农

产品的“掌生谷粒”，偏偏卖的就不是

农产品而已！古朴的牛皮纸袋、用揉

制而成的纸藤一圈一圈绑紧扎牢，最

后为它贴上棉纸外衣，用书法手写产

地、产品与生产者的故事，保证不能久

放的包装，只是为了让大家尝到农业

时代吃到新米的纯然感动。透过平

凡、平实、平常的白米，想传达、想呈现

的真正价值，其实是台湾人的生活风

格，以及对待土地的友善态度。

“掌生谷粒”创办人程昀仪说：“在

我们的眼中，农作物的价值不只是饱足

口腹的粮食，它是天地人感情交流后的

大地创作。我们摸索了很久，企图从这

样珍贵的价值中，创造一个新的乐土。”

“掌生谷粒”从土地出发，探访台

湾各地用心耕作的稻农，以影像记录

产地的风土环境，用文字书写农人们

的耕作故事，它是四季更迭、风雨飘摇

刻在泥土里的痕迹、它是农人们走过

田埂，坐在树下整理农具的印象……

“我们以擅长的文字及影像去沟通与

记录农家们对农作的骄傲与坚持，而

我们的出版品就是农家们生产的自信

农作。”掌生谷粒藉由平实的网络、书

本、产品自身等媒介，诉说一个个真实

发生在大地上的故事，希望用诚恳真

实的态度直接触动消费者。

“非铁”，原创的理想

不锈钢——粗重、巨大、丑陋、功

能单一。有谁能够想象不锈钢可以化

身不同的角色？利用不锈钢锻造技

术，制作出轻盈、不生锈，却带有金属

般沉静、精致的成品。

“非铁原创”选择以不锈钢为创作的

主要题材，创造的不单是商品，更是金属

艺术，每件作品都是人与艺结合的故事。

“‘ 非 铁 原 创 ’是 一 个 求 变 的 舞

台。当大众观看我们所推出的金属戏

码时，将不会是冰冷的哑剧，或是重复

的戏码，而是趣味的时尚伸展，注入文

化新元素的经典。‘非铁’也是一个创

业的平台，设计师的设计，交由铁工厂

承做，再经由营销通路推广出去，利润

由设计师与铁工厂分享。设计师有建

立品牌的机会，而铁工厂能够脱离通

路的桎梏。”“非铁原创”创始人吴素环

女士这样阐述“非铁原创”的理想。

来自 DWOW 地沃创意的策展人

易介中表示，“台湾设计主意”的核心

价值在于创作生活美学的实践，融合

环保、生活、艺术元素的产品注重提高

人们的生活细节，而“设计与生活的无

缝结合”“产业转型与增值的连结”和

“与全球设计观点的接轨”成为台湾设

计区别于其他设计的无可取代点。

近日，由安徽省黄山市文化委员

会、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的“漆彩飞扬──范福安徽州漆艺作

品展”在烟台文化中心艺术馆展厅举

办。很多烟台观众第一次近距离接

触到中国传统漆艺作品，并被其艺术

魅力所折服。

范福安，1964 年出生，安徽省黄

山市人,1989 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

美术系，曾在安徽省外经贸委从事漆

器、漆画等艺术创作，2005 年成立个

人漆艺工作室。现为安徽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常务理事、安徽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州髹饰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黄山市工艺美术大

师。他的漆画作品《山居》获外经贸

部书画大赛一等奖，大型漆画屏风作

品《徽山尽染》获首届中国（黄山）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金奖，漆

瓶《春雪》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漆

画《月映宏村》、《山里人家》被湖北美

术馆收藏。

科班油画出身的范福安，由于对

传统文化的喜爱，一头扎进了漆艺、

漆画的世界。由于他是“外来者”，讲

究传统手艺不外传的老艺人们最初

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他。“那

时候我揣着红塔山，一家一家去问，

每次都是从很小的问题问起。”他告

诉记者，慢慢地，老艺人们开始接受

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外来者”，也开始

愿意回答他的问题了。

在学习传统漆艺、漆画技法的同

时，范福安开始尝试着把学校里学到

的油画、西方绘画技巧与传统的漆

器、漆画创作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漆画的出路

在于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创新方

法和表现其艺术内涵的深度上，要与

观赏者的心灵沟通。”看过他的漆画

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宛如工笔。特别是他的徽派建筑风

格民居，临水照影、恬静安然。“我就

是想把我记忆中的徽派民居表现出

来，现在这种纯正的、有味道的徽派

民居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告诉记者。

在《美术观察》编辑祝帅博士看

来，范福安的漆画作品既有长年累月

在艰苦环境中亲自动手实干的技法

传承谱系，又得益于现代美术学院教

育理念对这门传统技艺的思想创新、

技术创新的启迪。这使得他的作品

以其无可替代的手工艺特色与纯粹

接受学院教育的新一代画家的作品

拉开距离，同时又以其独特的思想、

意境和格调，以及现代艺术所特有的

形式感与构成意识，与单一接受师徒

传承的普通民间工匠拉开了距离。

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一幅美

丽漆画背后，是极为繁琐耗时的工

艺——以麻布蒙在木板上，刷上大

漆，放入专门的阴房干透，再刷，如

此反复四五次，“画板”才算做好；然

后再洒上漆粉，粘上蛋壳、螺钿等，再

上漆，打磨，推光……几十道工序下

来，一幅作品往往需要耗时数月才能

最终完成。

“现在一斤大漆就要七八百元，

单单做好一块画板，就需要五斤左右

的大漆，很多年轻人无力承担，导致

学习漆艺、漆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范福安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工艺的繁

复，另一方面是漆艺辛苦却不挣钱，

很多年轻人接触之后就选择改行。

“虽然我做了几十年了，但每年夏天

还是会过敏。”他指着手臂上的大片

红疹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传承漆艺、漆画这门

传统技艺，范福安开始尝试回归校

园，但现实还是让他颇为无奈。“一

个班四十几人，最后能有一个从事

漆艺的就很不错了。”买房、结婚、生

子，这些现实压力让很多他眼中的

“可造之材”纷纷退却。“虽然现在有

不少学生跟着我，但是将来有多少

人能从事这一行，现在也说不好。”

说 起 此 次 在 烟 台 举 办 画 展 的 目 的

时，范福安坦言：“就是为了让更多

的人了解漆艺、漆画，了解这一濒临

消失的艺术种类。”

漆彩飞扬
──记漆画家范福安

本报记者 刘修兵

唐代石雕佛造像 46×24×26厘米

本报记者 李亦奕

中国政协文史馆

工艺美术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中国政协文

史馆工艺美术研究院在京成立。这

是中国政协文史馆继言恭达艺术研

究院、油画研究院和文化产业研究院

之 后 成 立 的 第 四 个 专 业 艺 术 研 究

院。袁运甫担任工艺美术研究院名

誉院长，陈良敏担任工艺美术研究院

院长，六位副院长分别由在中国工艺

美术领域颇有造诣的工艺美术大师

徐朝兴、陆光正、黄宝庆、邵顺生、周

金甫、黄福华担任。 （杨 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展示“茶境”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11 月 1 日,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东京艺术大学

联合主办的“茶境——首届中日茶文化

交流展”在该院美术馆举行。此展以

“茶”为主题，作品囊括了中日两国的陶

瓷、金属、玻璃、漆器、染织服装、家具、

绘画等七大门类，共 103件作品。

展览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郑宁说：“本次展览的宗旨是将

‘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希望观

众能通过作品感受茶意，通过饮茶探

寻灵感，更希望能通过展览，拉近艺

术与生活的距离。”

龙泉青瓷宝剑亮相

亚太传统手工艺博览会

本报讯 首届中国杭州亚太传

统手工艺博览会近日在杭州白马湖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以“美好生活手

上来”为主题，邀请亚太地区 41 个国

家（地区）102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手工艺精品项目参展。龙泉青瓷、龙

泉宝剑惊艳亮相，充分展示了这两项

“世遗”“国遗”手工艺的无穷魅力，博

得广泛好评。期间还举行了“人类非

遗──龙泉青瓷”传承创新恳谈会。

其中，“龙泉青瓷生活主题馆”由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携全国各

地百名弟子参展。毛正聪、夏侯文、

陈阿金、沈新培、张绍斌的青瓷、宝剑

作品也在其他展区亮相。 （吴向东）

非铁原创 Flower Shadow 3,co 享盖杯

掌声谷粒 花样的婚礼祝福

杨福喜制作的弓箭

杨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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