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手工艺术而言，美是隐藏在材

料、色彩、造型、技艺背后的心灵观照。

手艺传递的是手的感知和心的本意。

在物件的制作过程中，一种对事物规律

的理解了然于心，材与工、技与艺、天与

地在这一维度交织，不同的社会文化以

及生活方式在这里汇集。

11 月 8 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拉开帷幕的“手工艺术国美之路”展览

以“意匠之手”为主题，正是基于对东

方手工艺特征的思考，蕴含着手工艺

术创作对“以技入道”了然于心手之理

想状态的追求，包含思想、精神、技艺

等多层面的内涵，同时也体现出学科

专业办学思想的价值取向。此次展览

涉及劳作上手的体悟、经验知识的传

达、思想观点的打磨，启发观者超越视

觉 感 知 而 认 识 事 物 本 源 。 展 览 分 为

“手工的记忆”“手感的磨砺”“手作的

深耕”和“手艺的生长”4 个板块，不止

于单一层面匠心独具技艺的表现，还

注重展现造物思想与精神层面的深度

融合，通过触觉、视觉、听觉等多维度的

展示，体现“工匠”胸有成竹之精神和

“意匠”哲学思辨之智慧。

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专业历史

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1928 年西湖

国立艺术院创立之时所设立的图案系，

当时，便开设了“陶瓷”专门课程。在之

后近 90 年的历程中，手工艺术专业历

经合并、分拆、重组，从 1958 年成立工

艺美术系，到 2015 年 5 月 29 日正式成

立手工艺术学院，专业系科的调整变化

折射出中国手工艺术的发展历程。在

这个过程中，邓白、周轻鼎、高建新、冯

罗铮、杜曼华、郭春田、李松柴、章培筠、

顾方松、陈淞贤等老一辈先生们留下了

丰厚的知识积淀、历史传统和精神财

富。“手工的记忆”便是以手工材料为主

线带出历史故事，通过专业事件纪元时

间轴的划分，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运

用记录、存档、回放等方式开启对手工

记忆的系统性观察，引导观者对事物文

脉进行深度阅读。

“手感的磨砺”则重点展示了手工

艺术学院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

工具之路导引出学院 4 个专业的 12 个

教学案例，强调手工艺术的教学是借助

对专业工具的掌握和对工艺特性的理

解，将材料、技艺、设计、艺术、思想的调

和与融通，激活为人与物、手与艺之间

的对话，是一种手感磨砺的方法。

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院长

周武介绍，手工艺术学院成立以来，以

工作坊教学改革为抓手，积极倡导“活

化传统工艺，聚焦东方美学，深耕民间

田园，再造生活时尚，振兴新型手艺”

的办学宗旨，深化完善专业教学体系

的建设。学院下设陶瓷艺术设计、玻

璃艺术设计、首饰与金工艺术设计、漆

与木作艺术设计 4 个专业方向，其中，

历史最悠久的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已创

办 57 年。如今，各专业以民族传统手

工艺的转型升级为核心，梳理课程群

教学方案的思路，不断深化链状工作

坊实验的特色，注重拓宽材料创作实

验的广度，兼顾挖掘理论思辨研究的深

度。4 个专业方向互动共生，已形成资

源共享的格局。

据了解，目前，中国美术学院手工

艺术学院四大专业已有多项国家课题

立项，学生作品在全国美展上表现突

出。与此同时，1998 年以来，中国美术

学院手工艺术专业创建了“中国当代青

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杭州国际当代

陶艺双年展”“杭州国际当代玻璃艺术

展”“杭州国际首饰与金属艺术展”“亚

洲当代陶艺交流展”等重大国际学术展

览平台，形成“4+1”展览群，确立学院

在专业领域的学术优势。“手作的深耕”

重点展现了手工艺术创作的拓新和学

术交流平台的建构，展示的主要内容包

括学院教师作品、学术交流文献及学院

有代表性的国际领先平台。这是对手

作人文内涵的深耕——通过视觉的观

读，打捞超越视觉的精神体验，其中包

含着劳作者的智慧和中外艺术创作的

经验。

一所大学文脉得以传承，主要在于

学 院 历 代 学 人 所 秉 承 的 学 术 人 文 思

想。手工艺术学院建立的意义，在于

相传工艺学脉，以上手的劳作培育人

性之美，除了技艺的培养、品格的锻造

外，还以追求卓越创造意识的培育为

旨归。为此，中国美术学院着重以创

造性意识开启对于手工艺术本体语言

方式方法的研究，致力于建构一个新

型手工艺术育人体系，着力破解手工

艺 术 的 承 传 与 融 合 创 新 的 关 键 性 问

题。“手艺的生长”以“意匠之手”系列

纪录片的形式，聚焦学院在学术和创

作方面的前沿性探索和创新性实践，

从不同角度演绎艺术家和教育者对于

手艺传承与生长的思考，展现学院再

兴传统手工艺术、塑造东方人文手艺思

想脊梁之抱负与理想。

意匠之手 奕品

瓷苑名家

本报记者 梁腾

11月 8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委会主办，江

苏省宿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宿迁市文旅集团、宿

迁剪纸博物馆承办，宿迁市剪纸协会协办的“2017 宿

迁全国剪纸艺术邀请展”在宿迁剪纸博物馆开幕。此

次剪纸艺术展邀请到来自全国 100 多位剪纸艺术家的

400 余件作品，为全国剪纸艺术家提供了一次集中学

习和展示交流的机会，共同促进剪纸艺术水平提升和

各种风格、流派、地域的剪纸艺术融合。

剪纸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它在全国流布广泛，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

了诸多流派。2006 年 5 月，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 9

月至 10 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

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陕西省剪纸学会主席董栓多介绍，民间剪纸较完

整地传承了古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保留了传统的

造型观念和传统纹样，如有仰韶文化中的“鱼、蛙、鸟、

鹿”四大图腾纹样；有鱼身人面，蛇身人首的《鱼娃娃》

《蛇娃娃》；有与周代“青玉女佩”相似的“抓髫娃娃”等。

剪纸作为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缘何在中国亘古

绵延？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树

贤分析道：“剪纸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剪纸艺术家的不断

继承和创新，他们在尊重传统剪纸的同时又不故步自

封，没有把传统当成一个华美的标签、一个固化的模

式，在继承中，没有把创新思想和传统形式截然分离。”

当前，对剪纸的发展有三种观点：一是传统派，主

张忠实传承民间剪纸；二是创新派，主张在传统基础上

要创新；三是功利派，即工艺型生产剪纸，不管是传统

还是创新，能卖钱就行。张树贤认为，无论哪种形式，

大家都要遵循“道不同而不相悖”的原则来对待。其中

最难的应该是创新型现代剪纸，因为新事物往往不容

易被接受，所以更应该去关注、去扶持。

创新是所有艺术门类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华文化

促进会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来阳认为：“中国

传统审美的处理方式是以自然为主的朴素世界观，如

今生活方式、观察方式、体验方式的转化，让我们已经

不太习惯以自然为主导的观察方式了，所以我们要从

朴素的手艺中开创剪纸艺术的新感受。”

当下，剪纸艺术形态更强调对意象的把控，“简”的

味道是其本有的特色，但仅有这一点，与当下多元化、

多层次的审美范畴有一定距离，所以，在剪纸的题材或

剪纸的空间方面做一些从单维到多维的新的探索和实

验，能够拓宽剪纸艺术的发展之路。“每一种风格都有

其不确定性，我建议可以在剪纸的空间上结合其他艺

术种类，突破原有的剪纸艺术日常生活的朴素自然观，

融入更多新的观看体验，应该会有新的路子。”王来阳

说，“剪纸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含量离不开其根土

性。这一艺术形态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出现新的担

当，即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也是剪纸艺术依旧繁盛的价

值和理由。”

“剪纸的表达方式，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技艺取向，

也是与世界各地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剪纸以

自己的价值和形式，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文明，我们进行

剪纸艺术创作不应该只看到剪刀下的纸张，更应该看

到我们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创新活力。”中华文促会副主

席、全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金坚范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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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剪纸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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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当代艺术陶瓷精品展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李亦奕）为推动

当代艺术陶瓷走上精品之路，11 月

11 日，由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收藏

委员会与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联合

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当代艺术陶瓷精

品高峰论坛暨中国近当代艺术陶瓷

精 品 展 ”在 北 京 民 族 文 化 宫 开 幕 。

展出了 1949 年以来我国各陶瓷产区

的经典之作近 300 件，展品中既能看

到老艺术家的艺术精品，比如上世

纪 60 年代专为中南海特制的极品红

色官窑笔筒，还可以欣赏到 2008 年

为 奥 运 特 制 的 奥 运 瓷 瓶《盛 世 和

瓶》，同时新一代陶瓷艺术家的作品也

在展出之列。

为了办好此次论坛和展览，中

国收藏家协会陶瓷收藏委员会做了

严格筛选。据悉，该委员会于 2010

年 5 月制定了我国陶瓷收藏行业首

部标准，即《中国当代艺术陶瓷收藏

精品标准》。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

北京成立了首家“中国钧瓷精品创

作中心”，该创作中心创作的 15 件作

品，已于今年 7月 20日被国家博物馆

永久收藏。为进一步深化推进相关

窑口精品创作之路，陶瓷收藏委员

会又在汝瓷产业基地河南汝州选出

6 位老、中、青艺术家，在定瓷产业创

作基地曲阳选出 7 位老、中、青艺术

家，在当天的开幕式上，“中国汝瓷

精品创作中心”和“中国定瓷精品创

作中心”宣布成立。

在开幕式结束后举办的“现代

艺术陶瓷的精品之路”高峰论坛上，

参会代表就《精品的标准》《时代的

审美》《造型创新》《工艺提升》等课

题发表见解。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

收藏委员会主任荆志忠表示，此次

论坛和展览旨在贯彻执行《中国当

代艺术陶瓷收藏精品标准》，提出现

代陶瓷精品的创作方向，根据不同

瓷 种、不 同 地 域 文 化 特 点 ，创 建 大

窑、名窑精品创作中心，系统提升艺

术家的创新理论水平，同时引导现

代 陶 瓷 收 藏 机 构 和 收 藏 家 走 上 理

性、健康、科学的收藏之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友作品联展常州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李亦奕）日前，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州市文广新局、

常州市文联主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师友画院、常州博物馆承办的“铭记历

史，不忘初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师友作品联展”在江苏常州博物馆开

幕。这是继2015年“情系 85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师生作品联展”后，又一次

规模盛大的师友作品联展。

此次展览集中展现了中央工艺

美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及其校友、

名师子女所创作的艺术作品。联展

分为 3 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创院先师们的经典作

品，以缅怀他们对原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第二部分集

中展现了至今仍然活跃在美术界和

学院教学中的名师大家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他们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继承者，也是清华美院的经历者。第

三部分呈现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校友和一些名师大家子女们近几年创

作的作品，这批作品富有个性，极具时

代感，是对学院学风的继承和发展。

当日下午，鲁晓波等参展师友在展览

研讨会中就学院文脉和学院精神进行

了热烈讨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是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实用

美术的高等设计学府。在中国现代

美术史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意义

和时代精神。建校初期的一批杰出

艺术大家及其经典作品，奠定了原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精神和灵魂，并书

写了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史的新

篇章。

第二届中国·河间工艺玻璃设计创新大赛颁奖
本报讯 11月 9日，由中国工艺

美术协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河间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工艺美术系、河

间市科技局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河

间工艺玻璃设计创新大赛颁奖典礼

在河北省河间市体育馆举行。今年

大赛的主题是“传承创新·引领未

来 ”，共 征 集 到 国 内 外 参 赛 作 品

1392 件 ，其 中 有 78 件 作 品 来 自 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捷克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大赛作品通过

评 委 的 两 轮 评 审 ，选 出 入 围 作 品

120 件，获奖作品 50 件，其中创新作

品 奖 和 创 意 作 品 奖 各 25 件 ，分 设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获奖作

品 在 明 尚 德 玻 璃 博 物 馆 展 出 。 此

外，与工艺玻璃大赛同期举办的首

届中国·河间国际灯工艺术节于 11

月 10 日开幕，活动为期 4 天，设有开

幕式、获奖作品展、国外艺术大师作

品展、10 场国外灯工艺术大师讲座、

7 场现场演示、获奖作品颁奖典礼及

闭幕式。 （与兴）

常圆

一个洁白的陶瓷笔筒，乍看上去与

普通白瓷制作毫无二致，然而，当一束

光照过内壁，则通体呈现出一片柔和黄

色笼罩的温润之境。这就是德化“建白

瓷”——古称“象牙白”，“建白瓷”萌芽

于宋元，驰誉于明代，但是自清代中晚

期以来，其烧制技术逐渐失传。

11 月初，80 岁的德化瓷烧制技艺

“非遗”传承人寇富平在女儿的陪伴下，

专程来京接受捐赠收藏证书——他的 3

件参展作品于今夏在福建德化瓷作品

展上展出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更令他欣慰的是，经过多年努力，德化

瓷不仅恢复研发，而且不断超越，创造

了许多惊喜。作为福建省唯一被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

予“中国陶瓷终身成就奖”的寇富平，毕

生都致力于德化古名瓷“象牙白”的恢

复研究。

为艺的执着

德化县地处福建省中部，与江西景

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瓷

都，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七

八岁时，放学回家的寇富平捡到一块瓷

垫饼，十分好奇，如此洁白如玉、光滑

细 腻 的 物 件 ，到 底 是 怎 么 做 出 来 的

呢？他跑到附近的瓷厂悄悄地看，制

坯工人用泥料做出了一个观音，惟妙

惟肖，他内心羡慕不已。于是回家后，

也学着用泥巴捏做起来……先是做了

一个放毛笔的笔架，放在脱谷后的粗

糠堆里烧，后来带到学校送给要好的

同 学 ，没 想 到 大 家 都 很 喜 欢 ，那 时 他

就 认 定 了 自 己 将 来 要 在 陶 瓷 上 做 出

点 成 绩 。 他 如 今 仍 然 清 晰 地 记 得 当

年 江 西 景 德 镇 陶 瓷 学 院 来 学 校 招 生

的情形，考试题是用铅笔描画白釉的

花 瓶 ，他 由 于 造 型 能 力 强 ，花 瓶 自 然

画 得 快 又 像 ，时 间 富 余 ，又 自 作 主 张

地在瓶上加了松、鹤的装饰……“后来

放榜时发现，自己竟然是 5 个同学中成

绩最好的。”年轻时的喜爱成了自己一

辈子都从事的行当，寇富平任何时候谈

起来都开心不已。

毕业后 21 岁的他分配至福建省轻

工业厅陶瓷研究所，那是带着任务的工

作。因为 1959 年福建省委决定恢复德

化县的著名陶瓷品种“象牙白”的研发

生产。他便一头扎了进去。“象牙白”又

被称为“建白”，与建盏之“建黑”相比

照。在 1960 年至 1963 年期间，他和同

事们埋头工作，终于拿出了研制成果，

经与古瓷片相比较，质量上得到了认

可。1965年，随着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

所机构的扩编，寇富平回到德化县瓷厂

负责全厂陶瓷器型的设计和制作，从技

术员、技术科副科长干到技术部副经理

等，一直工作在生产一线。1994 年，厂

里改革中外合资，外国老板看中的是挣

钱，对于瓷种不关注，把德化建白瓷的

生产砍断了。寇富平很是伤心，一辈子

从事建白瓷生产，“公家不做，我自己

做”，他想，等过了 4 年自己就退休了，

那时一心一意做“象牙白”。

然而，退休后他还是没能走开。厂

里看中他的能力，聘他为技术顾问，要

求他多传帮带，对作品把关。这样又过

了 13 年。2011 年时，他终于出来成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致力于建白瓷的研

究、设计、创作和传承，除了成功复产上

世纪 60 年代被定为国礼的几种经典器

形外，还创新开发出 40 多种新的器形，

在品质上甚至有所超越。

技艺的坚守

德化窑是宋代名窑。德化瓷从外

部观察，其胎骨呈现细腻洁净的白色，

往 往 带 有 颗 粒 珍 珠 般 的 闪 光 ，俗 称

“糯米胎”，敲击时发出清脆叮咚的金

属 声 。 胎 体 致 密 ，透 光 度 良 好 ，在 日

光 或 灯 光 照 耀 下 可 映 见 指 影 。 釉 水

的 质 地 坚 韧 莹 润 ，素 净 淡 雅 ，如 脂 似

玉，给人以温柔的美感享受。寇富平

所 研 制 的 建 白 瓷 是 其 中 最 为 典 型 的

一种，其特点可用“白中泛黄、温润剔

透”这 8 个字概括，老人更喜欢它“猪油

白”的俗称。

陶瓷的泥料种类繁多，不同的配方

和烧制会产生不一样的瓷品，如何达到

最高级的效果，这是寇富平从事建白瓷

研制 58 年来一直不懈追求的目标。难

得的是，多年来，无论需求旺盛还是减

少，他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瓷

品从找矿土、矿源到选料、设计、烧制等

几十道工序，全部亲力亲为。他的所有

作品全部是纯手工制作，不仅器形古

朴，而且透光度很好。厚度达 1 厘米的

壁面，光照过去也十分透亮。58 年来，

从 未 有 一 天 中 断 过 跟 这 些 物 料 的 接

触。当初在厂里带的一拨拨学生如今

都独立门户，纷纷当上老板，开始了批

量化生产，但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在他

心中，做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商品”。

如今，德化县委、县政府也十分注

重对这一非遗品种的保护和开发。据

他介绍，县里专门拨出一块地建成一栋

五层的综合楼，用以扶持相关研制机构

和人员。寇富平说，等装修完了，自己

原来那个小小的工作室将迁到这里，与

众多同行一起交流合作。“当初参加‘象

牙白’研发的老同事，很多人已经不在

了。我在有生之年，要好好地把这门技

艺总结、传承下去”。寇富平说。

生命进行曲（玻璃艺术） 郭瑞峰

寇富平

母亲的艺术（剪纸） 张国矿

展厅现场

喜上梅梢羊头花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