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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切如磋

走进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金属制品

作为各族文明最夺目的篇章，述说着各

民族的历史脉络、文化积淀、审美情趣、

工艺发展……我国的金属工艺自商周

时期青铜艺术取得辉煌成就以来，便推

动了不同金属工艺的产生，四川广汉出

土的蜀地三星堆金面具、金杖，汉代的

铜镜，唐代的金银器，都灿烂夺目，给人

以神圣、华贵的审美享受。从辉煌灿烂

的古代文明到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金

工艺术家们在思考和审视传统的金属

艺术基础上，多维度、多材料、多工艺地

创造新的艺术品，不断冲击着金属艺术

固有的边界，使得“古”与“今”的价值在

此过程中不断熔炼，相融共生。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国际高等院校

和产业行业领域最优秀、最前沿的金属

艺术精品，呈现传统工艺与当代工艺的

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6 月 5 日，由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北

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

“熔古·铸今——2017 中国国际当代金

属艺术精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

展厅拉开帷幕，来自中、英、日、韩、美的

31位艺术家的诸多力作，为观众开启了

一段流光溢彩的金属之旅。

既能看到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承古力

作，也能看到国内外艺术家、高校学者

的创意新作。展品所涉及的工艺多样，

包括珐琅、花丝、锻造、錾刻、铸造、象

嵌、乌铜走银、3D 打印等；材料不仅有

金、银、珐琅、铜、铁、锡，也融入漆、石、

木、皮等非金属原料，以展现混合材质

的独特魅力；形制上则突破杯、盘、尊、

瓶等“实用器形”的束缚，融入更多时代

元素，向更丰富的审美方向延展。

承古创新下的温柔之美

在承古制作中，王千钧采用鲁王工

坊传承 300 多年的传统钣金工艺作品

《归朴》，在锤炼锻打中呈现锡壶的古朴

肌理，与随形的木柄结合，呈现一种自

然之美、大气之风。韩国艺术家李亨坤

所作的韩国传统打击乐器，以铜、锡为

原料锻造出自然纹理，在一圈圈波浪外

扩的圈纹中，让人感受到乐音的传播震

动，如同石子投湖所激起的水波，达到

声与形的呼应。这些作品不仅承传了

工艺，也与传统人文精神一脉相承。

在当代创新之作中，周尚仪、孙秋

爽的作品《传奇》以中国传统的“鼎”为

型、“四神”为饰，几何的圆型柱型的壶

体与具象的童男童女的壶钮，相映成

趣，对比强烈。实用与装饰、白银与乌

木、传统与现代、铸造与锻制的多元混搭，

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中实验性的意义。青

年艺术家王晓昕的系列3D打印作品无疑

让人耳目一新，一个个玉璧造型的金属形

态中排列着整体、缜密的“众人”，以通天

礼地的玉器与人结合，体现了“天人合一”

的文化内涵，深度解构并重构“和”文化在

玉礼器这一载体中的体现。

日本艺术家前田宏智所做的金银

彩花器以精湛的工艺、优雅的纹彩、简

朴的器型再现了日本的工匠精神，据艺

术家本人介绍，常见的金属象嵌作品是

在已经成型的器皿表面进行象嵌，而这

个作品的象嵌部分则是在平面状态下完

成的。首先在圆形的纯银平板上划出细

小的网格，按照设计好的图案錾刻出沟

槽，在沟槽的凹陷部分施以鎏金工艺，这

便是象嵌工艺中的一种。接下来使用砧

子与金属锤锻敲。经过数十次的退火与

锻打之后，作品由平板开始升高、拉长，

逐渐成型。在此过程中，金线的图案也

随着银板的形态变化而伸缩，所以完成

的作品表面的图案超越固有的想象，拥

有极其精细的变化以及独特的表情。

材料的功能和个性化表达

围绕金属材料发生的艺术现象的

解读常常被认为是了解现代金属艺术

主要形态的有效途径，而对于材料自身

的意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主任陈岸瑛则认为，并不在于“材料美”

或“运用恰当”，而在于同一种材料，在

艺术世界之外被用于何处、承担何种功

能，由此才形成了材料自身的意义。以

这一眼光去重新审视艺术史，便会发现

青铜在雕塑之外的意义，金银在装饰艺

术之外的意义。“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

的青铜器，其材料意义是不同的，前者

与同时期的青铜兵器同样‘先进’，而后

者多多少少散发着‘好古’或‘典雅’的

气息。材料意义与作品意义之间的隐

秘关联始终存在，但是发现材料的独立

意义并有意识地融入艺术构思，还有待

于当下的艺术家继续探索思考。”

本次展览的总策划、清华美院金属

艺术专业负责人周尚仪教授多年来一

直在金属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及组织策

划国际金属艺术大展等方面倾注心血，

对当代金属艺术特征有着自己的深刻

理解。她认为，当代金属艺术打破了贵

金属材料作为财富价值的约束，更加凸

显强调材料自身的属性特征和审美价

值，工业化的过于理性机械、坚硬冷峻、

简洁单一的艺术定式，已经被更加注重

和体现人性化的感受、体验和表达所迅

速解构、改变。艺术家个性的表达在更

加自由的创作中得到尊重和体现，艺术

性加强，随机性加大，个性有了更为充

分的表达。在创作中，周尚仪特别注重

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中吸收养料，并

对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与观念加以借鉴，

注重综合材料的混搭使用，强调对新工

艺、新技术的大胆试验，创造出新的金

属艺术形式。比如，她从汉代画像石上

连理树图案得到启示，将连理树意念作

为创作主题，以不锈钢为材料，使用激

光切割新工艺，创作出了《大汉风尚》系

列。再比如，她以不锈钢球为基本语

言，积点成面，创作的造型别致、极富视

觉感的《浅水湾》《珍珠湖》《亚马逊》和

《鹤语》系列作品。此外，周尚仪还通过

分析研究金属工艺的各种属性、特质和

规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金属艺术专业

教学体系，形成以手工锻造、小型铸造

和以设计与工艺结合为特点的特色课

程，培养了众多金属艺术专业人才。

正如清华美院副院长苏丹在开幕

式上所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展金属

艺术专业的研究与教学已有 30余年，有

着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完整的教学体系，

培养了一批批创新设计人才、学者和艺

术家，本次展览让我们既看到了对传统

的敬意，又看到了对当下的期许以及对

未来的展望。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周

郑生表示，本次展览强调“工艺技术”和

“设计理念”在当代金属工艺品中的作

用，通过传统的、产业的与当代的、学院

的作品展示相结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结

合，并通过搭建国际展览与学术平台，

促进国内外金属艺术领域的良性互动。

金属艺术：

“古”与“今”的相融共生

在很多中国的历史剧中能寻到一

炉清香。在古代，香炉常常和书画、宗

教、艺术、雅集活动联系在一起，如今，香

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生活现象，甚至成

为一种文化时尚，已经远远突破了其作

为一件器物、铜制品、工艺品的意义，更

多是承载了一种寄情于物的情怀。

皇家祭祀与文人雅赏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江苏省工艺美

术师吴震中从小就在爷爷和父亲的熏

陶、指导下潜心学习研究古法铜炉技

艺，对皇家祭祀、达官贵人、民用、文士

所用香炉颇有心得，据他介绍，香炉首

先是祭祀的礼器，这类香炉追求一种上

通神明的权威，所以一般器型偏大。皇

家宫廷使用的是器型比较独特的熏香

器，以炉记事是皇家和达官贵人使用较

频繁的一种方式，后来延续到文人雅

士，如皇家使用的熏香器上所记载的年

号、御工坊的品牌号、吉祥语，还有一些

褒奖词等等。文人使用的香炉有着典

型的文化韵味和器型特点，承载着文人

雅士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偏好，从李清照

的诗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便可看出，瑞脑是当时达官贵人家中所

用的一种熏香器，一般做成瑞兽的形

态，既象征威严的地位，又是一件装饰

品，同时还有熏香的效果。

文人与香炉之间的渊源甚久。古

今文人中收藏铜炉者很多，如冒襄、严世

藩、赵汝珍、王世襄等。中国传统绘画中

常有对香炉的描绘及场景设置，在《徽宗

听琴图》《伯牙鼓琴图》《玩古图》所描绘

的场景中，可以发现一炉清香是中国古

代文人雅士生活、创作所必不可少的。

“宣德炉虽然是皇家的称号，但是

它最终能成为香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品牌，其实还是要归因于文人雅士对

它的喜爱，如果宣德炉仅仅在皇家使

用，那它不会流传得那么广泛，所以宣

德炉的很多作品还是秉承了明朝文人

雅士的审美情趣，简洁、明快、古朴，同

时手感极佳，充分考虑使用场景，这些

香炉被文人雅士玩出了更大的空间内

涵。”吴震中认为，铜熏香器起源在皇

家，逐步延伸到达官贵人成为风尚，然

后进入文人雅士圈逐步融入生活，最后

为民所用。当然，现代社会由香炉所延

伸出来的文化氛围、文化土壤与古代相

比依然有明显的不同。

铜质香炉的地位与精妙

一般来说，香炉的材质有竹器、木

器、象牙、玉器、瓷器、紫砂、金银器、铜

器等。“铜香炉在各种材质中使用最广

泛、最具代表性，这和宣德炉的地位之高

密不可分，能够用皇家的年号命名的香

炉从古至今只有宣德炉，宣德炉从皇家

走入了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的生活，宣德

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地位和财富效应的

象征。这就使得铜炉在香炉中的价值更

加凸显了。另外，青铜文明作为中国特

有的一个时代的标签，也使铜材质制作

的香炉在各种材质的香炉中间具有独

特的地位和价值。”吴震中说。

铜质与铜色都有诸多讲究，历来藏

炉家欣赏的是铜炉的简练造型和幽雅

铜色。和青铜器不同，铜炉的形制花纹

比较简单，只有款识，没有铭文。铜炉

作为文房雅玩，不但要求形制端庄古

朴、线条流畅匀称外，尤为重要的是皮

壳包浆是否玉毫金栗。皮壳包浆的美，

首先是炉子的铜质要精炼，铜中的金、

银、锡、磷等贵金属添加的比例、顺序要

合适，其次就是养炉，一尊新的铜器购

回后要先进行精心的擦拭，擦拭时最好

用比较细腻的棉布，多养护几次后，好

像有了生命、有了灵气。铜器要经常擦

拭，保持洁净以增加美感，不失庄重。

面 上 灰 尘 也 会 吸 附 铜 器 的 灵 气 与 光

泽。铜具的移动要轻拿轻放，以免碰撞

损伤。不常用的炉具要放在干燥通风

架上或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以便提醒

自己及时养护。随着盘玩的年数递增，

深浅也在不断变化。可以说浅有浅的

好、深有深的妙，深浅均妙趣横生。皮

色会产生自然变化，皮色的种类也十分

丰富，有藏经纸色、茄皮色、蜡茶色、朱

砂斑、栗壳色、琥珀色、棠梨色、黑漆古

色、猪肝色、石榴皮色等等。一个好皮

色的铜炉非常难得。这正是铜炉的精

妙所在，也是藏家爱炉所在。

炉缘阁：在仿宣与独创之间

苏州炉缘阁素以精工取胜，设大师

工作室，拥有 10 余位铸炉名家，其中吴

尧坤、吴震中、吴子阅、浦武刚等人已成

为苏作传统铸炉工艺的中坚力量。炉

缘阁铸炉，将苏式古法铸炉工艺与现代

美学相融合，致力于研发具有时代气息

的仿古铜炉。在宣德炉的制作上，完全

遵循传统工艺，即“失蜡浇铸”法。其

自主设计的器型有很多，比如苏州园林

系列、圆香几、铜舞马等等。

如何实现古代经典器型的传承与

变革？对此，炉缘阁始终坚持传承最好

的方式是先传承后发展，在传承的基础

上变革。先把经典的东西复制好、提炼

好、理解好，然后在掌握了传统的精髓

后进行改良、变革。“比如炉缘阁在传承

铜炉的皮壳色泽上，充分地了解和认知

了宣德炉的色泽要求，然后在这个基础

上恢复了宣德炉上色配方法，解决色泽

这个问题，不但传承了它的颜色，还在

色泽上进行了提升，既保证了宣德炉的

风采，同时又增加了光泽。近期，我们

在充分掌握了铜炉技艺的基础上，开发

了苏州园林系列，让铜炉技艺不单单以

铜炉的形式传承下来，因为，技艺的传

承并不仅仅是工艺的传承。”吴震中说。

香炉的遇、赏、养、玩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手工艺大国，

传统工艺之多，作业点分布之广，与

经济、文化、民众日常生活联系之紧

密、影响之巨，及其对维护国家文化

命脉、保持和发扬民族精神特质之重

大价值，当是无疑义的。近年来，这

一课题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政府也

采取了若干保护措施。而从全局和

长远来考虑，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仍需要深入研究和做战略性的考量。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包括传

统手工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应由确认、立档、研究、保存、

维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这 9 个

环节组成。它们构成一个有机联系、

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展开为保护工

作的全过程。将振兴置于这一长链

的终端，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

应予保存和传承，还应在此基础上持

续地发展和振兴。如实理解《公约》

对保护的界定，正确处理保护传承与

发展振兴的关系，才是当前我们应持

的态度和战略选择。

所以说，保护传承不应是消极

的、静止的，而应是积极的、能动的。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技

艺要不要原汁原味地保存呢？回答

是肯定的。然而，在肯定之外，又有

否定。以造纸术为例，为适应批量生

产和市场竞争的需要，泾县宣纸厂已

用机械代替原先的人工打浆，用蒸汽

代替原有的火墙烘纸。没有人对这

种做法提出异议，原封不动地维持原

貌已绝无可能。但为保存传统技艺

及相关的科技文化基因，该厂已建成

全部使用传统抄纸技艺的作坊，所产

特级宣纸以高价出售。这种做法无

疑是睿智的，酿酒、制醋、晒盐、锻箔

等 手 工 行 业 也 多 已 采 取 类 似 的 措

施。由此可见，传统工艺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创新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而是可以协调共存、并行不悖的。

世所公认，日本对无形文化财产

的保护是做得最好的。早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

漆艺和陶艺便顺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从器物形制

到色泽、纹样都创新求变、蔚为风尚，

制作时则仍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

法。没有人能否认它们仍是地道的

传统工艺制品，没有人能指责这样的

做法背离了传统。因为，与时俱进本

就是传统工艺的传统。正因为坚持

创新求变，多年来，日本的传统手工

艺一直维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继

1974 年颁布《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

法》，1975 年成立传统工艺品产业振

兴协会之后，1992 年国会又对该法

律做了进一步修正，加大了扶持力

度。在经济连续不景气的情势下，协

会仍拥有 20 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达 4

千亿日元。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术

界和工艺美术行业从理论到实践还

有一大段路要走。

手工艺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传

统手工艺的生存状态是多样的，有个

体、家庭经营、大小作坊、大中小企业

等形式和私有、集体、公有等所有制

类别。无论是哪种所有制、无论是多

大规模，除少数经指定须原样保存传

统技艺不得改变并由政府给予必要

的补贴的经营实体外，都面临市场竞

争和创新求变的问题。是以，艺人和

主管人员都须从理论和现实充分认

识手工艺创新求变的必要性、必然性

和艰巨性。有了创新的动力、求变的

意愿和决心，就不致遇到挫折、失败

就畏缩或放弃。

对企业来说，要通过一定的程式

和措施使这一方针制度化。领导层

应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一要坚持，

允许失败，失败了可以重来；二要投

入，特别是要重视智力投入，研发经

费应占总投入的 20%或以上。创新

团队须由管理者、学者、创意人员、技

术人员和市场运作人员共同构成。

管理者是团队的领军人物，需具有远

见 卓 识 ，起 到 组 织 、管 理 的 核 心 作

用。学者以其学识和研究积累而具

有识见，能审时度势提出指导意见，

在团队中起到智囊和把握方向的作

用。创意人员须提出新颖的构想和

设计，创制的产品能引领潮流，为公

众喜见乐用，具有重大的市场价值。

技术人员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工程技

术人员，另一类是艺人，由他们精心

制作产品，完美地达到设计要求。市

场运作人员的职责包括产品的宣传、

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是最终

实现市场价值的重要一环。

创新不是以材料、劳务等因素取

胜，更重要的是以智慧、人性化的科

技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等精神因

素取胜。在此基础上方有构思之新

颖、意匠之灵动、设计之缜密和制作

之精到，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产品的附

加值，而这一切都来自创新团队和创

新人才的创造。近些年来，手工行业

的人员构成已有一些变化，有些企业

不乏高学历、科班出身的而又精通传

统技艺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的还

被评定为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因喜

好手艺、大学毕业后自愿进入手工行

业、在工厂或小作坊干活的也并非孤

例。如何更多发现和更好培养这类

人才，引导他们向创新振兴方面做努

力，是值得注意的。创新求变并不局

限于技术和艺术这两个方面，还与经

济、文化密切相关，例如市场、品牌、

手艺制品的高端化和大众化、企业文

化等等，也都属于创新的范畴。

传统是有两面性的。当传统的

惰性成为前进的阻力时，克服这种惰

性是很不容易的。据此，我们对创新

求变的艰难须有充分的估量，向先进

国家学习，主动地走创新求变之路，

开拓全新的局面，才是最有效的保护

传承之策，才是传统手工技艺发展振

兴的指望。

（作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家委员会委员，题目为编者所加。）

本报讯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陶艺学会主席、国际著名陶艺

大师雅克·考夫曼到访北京国中陶瓷

艺术馆。参观期间，考夫曼对国中陶瓷

艺术馆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深入了解，

详细询问了国中陶瓷艺术馆的建馆宗

旨、藏品情况、宣传渠道，以及整体运营

情况。虽然并非首次到访此地，但考夫

曼非常认真和仔细地参观每一件作品，

并询问相关作者的情况。随后，考夫曼

与中国陶艺大师陈烈汉进行了会面，双

方就陶瓷专业问题进行了友好且深入

的交流。考夫曼表示将与国中陶瓷

艺术馆进行深度合作。 （李亦奕）

手工艺非遗的新生之道

2017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青岛开展
本报讯 6 月 16 日，中国创新设

计文化展暨 2017 中国（青岛）工艺美

术博览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

国版权协会支持，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中青年人才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经

济文化交流协会版权工作专业委员

会、青岛市文广新局、青岛市版权局

共同主办。主题为“实施版权战略，

振兴传统工艺”,突出文化创意与工艺

美术等相关行业的跨界融合，首次在

全国工美行业展会倡导“版权推动创

新”的理念。博览会期间，中国工艺

美术协会同期举办了“金凤凰”创新

产品设计大奖赛（青岛赛区）活动。

（艺讯）

国际陶艺协会主席到访国中陶瓷艺术馆

雅
克
·
考
夫
曼
与
中
国
陶
艺

大
师
陈
烈
汉
现
场
交
流

归
朴
（
锡
、木
、皮
）2 017

年

王
千
钧

金
银
彩
花
器
（
纯
银
、纯
金
）2 014

年

前
田
宏
智

炉
缘
阁
制
辅
首
小
熏
炉

炉
缘
阁
制
小
三
足
洗
式
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