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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纸艺术的复兴
本报记者 徐新芳

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教师吕胜中

近来常在微博上分享一些关于纸艺的

图片，还通过网络结识了在百度折纸吧

中以折玫瑰花出名的赵戌元，并邀他到

学校来交流折纸艺术。

生于 1988 年的赵戌元在高三暑假

因为无聊，又捡起了儿时的兴趣爱好并

接触到现代折纸中的作品——玫瑰花，

这令他非常着迷。“玫瑰花是个实用的作

品，相对那些复杂的动辄上百步的作品，

比较简单，而且折叠过程是从平面到立

体，对折纸思维的培养很有帮助；影响比

较大的川崎敏对花很有研究，他设计了

一种玫瑰花，叫川崎玫瑰，是现代折纸中

非常经典的作品，好多人就是为了学它

而接触现代折纸，更有甚者，学会了这个，

别的都不学了，我就执着于这一个。”

从山西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毕业

近两年，赵戌元一直没有找工作，在家

折纸，到百度折纸吧上发一些花儿、小

动物的作品图，并渐渐成为小吧主。从

去年七夕，他在微信上以“指艺时代”的

公众号开始经营折纸，推出的第一期是

指尖上的浪漫，分享了玫瑰花、纸心、钻

石的折图，如今已经做到一百期了。去

年 10 月份，经折友周文成的推荐，赵戌

元开始接商业上的折纸活动。“有些商

场专柜做些互动类的活动，现场会放一

些折纸的作品展示，吸引客源，我在边

上可以教折纸。食宿和路费报销，工资

一天一千块钱。”

周文成一直致力于现代折纸的推

广活动。早在 2010 年 3 月，他上大一

时，就在学校里发起成立了唐山师范学

院文成纸艺社。前年，周文成在果壳网

推出的“万有青年养成计划”中，发起

“一纸成书——中小学折纸艺术推广计

划”活动，覆盖了全国 8 个省 12 个市近

20 所高校，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来自

全国的 20 余个合作组织及个人，先后

独立举办了同一主题的折纸艺术推广

活动。去年，周文成又发起了中国首届

现代折纸作品征集展，在敬人纸语展出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多件作品。

在一份长达 15 页的关于折纸项目

经历中，周文成在开头写道：“折纸是一

门古老的造型艺术，与泥塑、雕刻这样

或‘加’或‘减’的造型艺术所不同的是，

折纸是一门‘分配’的艺术。现代派折

纸讲求一纸成型，不拼贴、不裁剪，仅利

用一张正方形的纸，进行合理的分配设

计。日本折纸大师吉泽章被誉为‘现代

折纸之父’，他利用线、点、箭头创造了

一种可以交换折纸信息的语言。日本

人向来把折纸当做是自己的国粹，在中

小学开设必修的折纸课程。除了日本，

韩国、越南以及欧美国家繁荣折纸艺术

发展得都很兴盛。”

相比之下，折纸在国内的影响力甚

至不及香港，周文成说：“国内折纸的发

展需要相关组织的成立。香港有折纸

协会、折纸社、折友会多个折纸组织，香

港湿地公园有以园中动物为创作蓝本

的折纸场景长期展出，周末有义工到折

纸站，教家长和小朋友折纸。目前，咱

们还没有一个国字号的折纸组织。作

为‘纸’的故乡，中国折纸的发展水平已

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但是可喜的是，折

纸在中国已有复兴之势，分散于各地的

折友，自发成立了许多折友会，以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较为集中，大神级人物

也层出不穷。”

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在 2000 年诞生

了第一个折纸俱乐部，是由“民间折纸

大王”徐菊洪和美籍华人许谨妮共同筹

办。徐菊洪的家乡上海奉贤，自古以来

流传着人们喜爱的纸艺艺术，受家庭环

境影响，徐菊洪在 1997 年退休后，潜心

研究纸艺，折出形神兼备的作品。2012

年，上海跃然纸上折纸团队举办“动物

进化论”折纸展，邀请徐菊洪开设讲座。

跃然纸上折纸团队已经成立三年，

负责人蓝英是一名大一女生，她介绍，该

团队的发展曾中断过，如今的 20多个人

中只有两三个是原来的折友，其余的全

部是蓝英重新召集来的。“重组最大的困

难是年龄隔阂，年龄大些的人会觉得难

以融入，慢慢就退出了。在遇到商业活

动或者大型展览也会产生很多摩擦而失

去一部分展品。大家喜欢折纸就聚在一

起，每两个月就会有一些活动。但是与

广东相比，上海这边最缺的还是原创。”

广州叹为观纸工作室成立于 2009

年，初创团队有四人：赖嘉伟、邝伟文、

张驰、陈晓。陈晓的原创作品以人物类

为主，能完美地呈现微小细节。他在高

三时因为学习很累，就通过折纸来放松，

所折作品基本是神谷哲史、北条高史等

国外大师所设计的优秀作品。2013年 7

月份他的 2件作品《嫦娥》和《洛神》代表

中国在日本参加国际折纸展，并被收藏

在美浓御茶水和纸会馆。国外知名折纸

创作家 Jason Ku 也曾推荐他参加日本

折纸协会每年一次的折纸聚会，这是有

基金支持，专门招待世界各地折纸高手

免费前往日本交流的活动。

陈晓分享了他这么多年折纸的经

验：“要折好一个作品，首先要选对纸。

最便宜的是常见的打印纸、牛皮纸、手

揉纸，高档一点的有棉纸、宣纸、云龙

纸、和纸等等，还有一种专门为折纸而

制作的特种纸‘Origamido’，非常昂贵，

一小张要 10 欧元。选纸要根据作品结

构特点、复杂程度和纸张大小来决定。

复杂作品尽量用较薄较大的纸张。折

好作品的另一个关键是折纸的基本功，

折的过程切忌急躁，尽量减少作品表面

留下的多余折痕，保证作品干净工整。

折一个好作品的过程是一次享受，更是

对耐心的考验。能将一张不起眼的正

方纸慢慢变成一个漂亮的作品，很有成

就感，这也是折纸最大的魅力。”

陈晓目前全职在经营工作室，“初

期活动以展览和现场的简单互动为主。

后来内容开始渐渐丰富，推出了结合折

纸造型和技巧的作品或是其他纸艺做的

插图、装饰作品以及模型、纸艺服装秀等

等。”对“叹为观纸”的未来，陈晓说是想

向公司化方向发展，以此才能长久运

作。去年，他们参加了《快乐大本营》节

目，“节目播出后，好多人联系我们，也

有公司和单位想和我们合作。”

同样属于叹为观纸这个团队的张

驰，却对把折纸搬到舞台上去秀有些反

感，他觉得折纸是艺术，是学问。“但在

国内，折纸是冷门，在老一辈艺术家眼

中是奇技淫巧。其实折纸是一种造型

艺术，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探索价值。”张

驰一门心思投入到纸艺的研究中，“我

把鸟类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我最

先想解决的是羽毛问题。传统折纸里

面最经典的作品是千纸鹤，是几何图形

的概括，但从现代折纸思维看，要把鸟

折出来，要鸟类的特征，不单要有造型，

还要有思想和精神在其中，随便设计一

个造型，没有经过琢磨，没有精神层面

的，我觉得不能称其为艺术。”

对于国内、国际在折纸上的差距，

蓝英分析说：“中国人压力太大，尤其是

学生，现在很多喜欢折纸的孩子随着年

龄的增长，到了初中基本就不折纸了，

根本没有时间，折纸又不给考试加分，

家长更不会赞同。还有对折纸的认知，

那就是觉得折纸很幼稚，是给小孩子玩

的，认识不到其中蕴含的科学道理、数

学原理。还有很多网站不公开，我们获

得信息的渠道比国外要少很多，所以见

识就少，就不容易发展了。”

即便如此，上述这些折纸爱好者都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接下来赵戌元打

算去山西寻访折纸老艺人，把传统折纸

的方法保存下来，“把中国折纸发扬光

大，让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折纸的乐

趣。”这个愿望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

人口中说出来，充满诚挚。

漫塑早已有之，瓷塑的历史更长，而

把漫塑和瓷塑结合起来，创作出陶瓷漫塑

来，还实属冷门。水墨漫画和漫雕名家、

北京工艺美术协会副秘书长孙大立，在继

承面临绝迹的中国磁州窑陶瓷捏雕绝技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在漫画方面的特

长，将“漫”字所含有的任性和夸张变形的

手段，创造出一种新颖而精湛的捏雕技

艺。他的作品质朴中透着幽默，幽默中透

着雅致，被公认为中国磁州窑非物质文化

遗产捏雕的继承人。

磁州窑捏雕很接地气

美术文化周刊：磁州窑在我国陶瓷史

上的地位如何？它的捏雕有什么特点？

孙大立：在中国陶瓷史上，宋代是我

国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 5 个官窑

和 2 个民窑，代表了当时世界陶瓷的最高

水平。官窑指“官、哥、汝、定、钧”，民窑就

是“磁州窑”和“耀州窑”。随着时间的推

移，到了元代以后，很多窑口都慢慢消失

了。但只有磁州窑的生命力极强，一直延

续到现在还始终保持有自己的风格。

磁州窑捏雕本质上是中国磁州窑陶

瓷技术的一个分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

源头应该从宋代的捏泥开始，它带有一种

附加属性，比如说古时的蜡台和墓葬中的

俑，都可以算是捏雕的一种。捏雕的制作工

艺几乎不用借助任何工具，原始的方法就是

拿一块泥攥在手里捏，等瓷土干的时候上

釉，磁州窑捏雕在历史上没有受到重视，一

方面是它没有很强的实用性，另一方面是不

值钱。一位研究民俗的学者说过，民间的很

多艺术品都极富生命力，之所以没有得到

很好的保护和发展，便宜是原因之一。

正因为磁州窑捏雕是民间的，它最大

特点就是朴实、接地气，所以老百姓都喜欢。

工艺美术家应有新思想

美术文化周刊：搞工艺美术往往自认

为不如搞美术的，你怎么看？

孙大立：传统的看法认为，搞美术的

要比搞工艺美术的地位高。但我发现，现

在搞工艺美术的地位提高了。中国美术

界的三位顶级人物，吴冠中是中央工艺美

院的教授，范曾曾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

师，韩美林“文革”前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毕

业生，显然这三位艺术家都与工艺美术息

息相关。

我认为工艺美术家应该有新的思想、

新的创意，我希望自己首先是一个艺术

家，在自己专业的领域里有所突破。我注

意到一个现象，即重复的题材在工艺美术品

上频繁出现。比如，《清明上河图》在十字绣

和锦绣等多种工艺品上都出现了。我记得

有个获大奖的扇子，是把《红楼梦》抄在扇面

上，文字用放大镜才能看到。这里首先肯定

这些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工艺品，如果在题

材以及工艺的制作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它

将更能推动我国工艺美术的发展。

我曾试用“哈哈泥”高温瓷土，用传统

捏雕的手法制作出的怪人头，它看上去像

橡皮泥捏的，用手摸才知道原来是瓷。在

展览会上，有些人认为这种创新变了调，没

有磁州窑的味道了，其实我只是将传统手

法应用到更广泛的体材中了，这恰恰是磁

州窑传统捏雕技术的创新和延伸。

1993 年我去日本东京表演陶艺制作，

有两个观众一直在观察我做捏雕。后来他

们问我，这是磁州窑的风格吗？我说是，但

我加入了我的创新，他们很感兴趣地询问

细节，并亮出身份，原来是两个东京研究陶

艺的专家。后来，我用这种方法做了八十八

罗汉，1999年获得了在美国举办的亚太赛

区的“福特杯艺术大奖赛”铜牌奖。

趣味性决定艺术生命力

美术文化周刊：你的捏雕和水墨画作

品多以人物为主，还经常有古代图腾，为

什么一直钟情于这一题材呢？

孙大立：我特别注意刻画人物的表

情，这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爱画漫画有关。

那时很崇拜苏联的漫画家耶宾莫夫和库克

雷尼克赛，苏联的漫画家造型能力强，在表

现人物面部的夸张方面很突出。画人物一

定要有趣味性，我把漫画揉进我的捏雕和

国画创作中去，并在这方面找到了乐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和演话剧的

舅舅经常一起讨论话剧人物的塑造，对人

物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可

以说，这些捏雕和国画作品的题材选择很

大程度是受到了漫画和家庭的影响。

我喜欢古代的图腾，原始图腾用于

创 作 ，会 带 来 一 种 耐 人 寻 味 的 艺 术 趣

味。我特别研究过门厅两边的狮子，用

狮子而不用老虎等其他动物，是因为狮

子在中国过去很少见，它和其他神兽，比

如麒麟，狻猊，都因为未知的神力而产生

一种艺术趣味。中国的狮子雕刻，北方

的狮子感觉威严，南方的狮子觉得可爱，

这是有区别的。这种趣味性决定了艺术

品的生命力。

美术文化周刊：陶艺创作应该怎样处

理艺术与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

孙大立：我早年去过一些偏远的西北

农村，那里虽然贫困，但艺术气息非常浓

郁。不论是剪纸还是其他的民间艺术，都

极为生动传神，这些艺术品中还融入了很

多民间的美丽传说。但我发现有些民间

艺人在经过专业的美术学习后，做出来的

东西反而少了最本真的趣味。古代的唐

三彩，若从专业美术的角度去评判，马的

比例虽然是有问题的，却非常生动。所

以，我们应该注意珍视这些最原始的传统

元素。艺术不等于科学，在结构等问题上

不能只是一味客观，艺术应该是高于生活

的。制作陶艺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

日本现在号称陶艺世界第一，为什么

呢？原因是他们很好地吸收了中国陶艺

的传统精髓并有所发展。在日本，无论是

高端的陶艺品还是实用的陶瓷，在家庭中

随处可见。我们应该吸取经验，珍视我们

的传统。

非遗传承人应该是艺术家
——访磁州窑捏雕传承人孙大立 本报讯 （记者王溪楠）继

去 年 在 米 兰 设 计 周 上 推 出 以

“ 大 中 国 味 道 ”为 主 题 的 展 览

后，今年，中国再次带着“让世界

看到中国传统造物精神”的理念

亮相米兰设计周。4月 8日，“看

见造物——米兰三年展”在意大

利米兰举办。展览由北京国际

设计周、“世界看见”联合主办，

由独立音乐家朱哲琴，建筑师、

设计师、雕塑家卢志荣、前连卡

佛家居创意总监 Ross Urwin 联

合策展，将中国原创设计的最

新成果展示给世人。

据朱哲琴介绍，这次展览

是首个在国际舞台上围绕中国

工 艺 进 行 当 代 创 造 的 主 题 展

览，也是在精心筹备了两年后

首次与国内外观众的见面。展

览的设计品有 50 件之多，其中

涉及到诸如竹、木、漆、陶瓷、琉

璃、银、铁、刺绣等十几种中国

传统手工艺类型，邀请了来自

全球的 13 位设计师就“看见造

物”主题定制了作品。

“作为艺术总监与策展人

之一，我们是从设计到创意再

到销售这三个层面来把握这个

展览的。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

是从中国的传统工艺出发，为

此我们还在 2013 年特别组织了

设计师到江南、北京及内蒙古

三地进行参观，之后通过差不

多一年的时间进行构思、设计

以及与本土工坊的沟通，以此

来达成全新的设计创作。”朱哲

琴介绍，策展人卢志荣先生在

对江南的丝、绣工坊进行专门

的采集、学习后，把电脑丝印和

双面绣的工艺结合起来做了一

个屏风的系列作品。这件作品

使用当代的手法使两种传统工

艺在一个作品中进行相互的对

话与互动，非常有意思。

展览还有 一 个 亮 点 ，就 是

特 别 选 取 了 8000 块 青 砖 作 为

布 展 的 基 本 元 素 。 这 一 布 展

方 案 也 得 到 了 米 兰 三 年 展 筹

办方的欣赏与欢迎 。 对 此 ，朱

哲 琴 道 出 了 初 衷 ：“ 在 古 代 中

国 ，青 砖 是 建 筑 中 很 重 要 的

元 素 。 之 所 以 使 用 这 8000 块

青 砖 ，就 是 想 表 达 通 过 它 们

能 够 把 承 载 不 同 工 艺 、不 同

设 计 师 设 计 的 具 有‘ 看 见 造

物 ’语 言 的 作 品 ，承 托 起 中 国

再造物的观念，把中国的精神

带到米兰去。”

本着设计应该为生活服务

的理念，艺术品展览后将通过

线 上 、线 下 拍 卖 ，产 品 销 售 特

殊 渠 道 与 消 费 者 见 面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这 样 一 次 探 索 可 以

把中国工艺设计、市场实践以

及应用的实践贯穿起来。”朱哲

琴表示。

“看见造物”米兰三年展举办
50件中国传统手工艺展示造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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