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20 日，中国嘉德

2018 秋拍“供御——宫廷瓷器及古

董珍玩”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槌，

共 97件精品上拍。其中，被称为拍卖

史上最重要的钧窑瓷器“明初钧窑天

青釉花盆”现身拍场，作品以估价待

询形式上拍，2000 万元起拍，经过场

内委托与现场买家的激烈竞价，最终

以 4250万元落槌，加佣金以 4887.5万

元成交，一举突破 2008年香港苏富比

春拍“明 15 世纪钧窑天青釉仰钟式

花盆”3952.75万港币的价格，刷新了

钧窑的拍卖纪录，成为最贵钧窑。

据悉，早在 10 月底，中国嘉德就

已经“官宣”了这个“明初钧窑天青釉

花盆”为本季秋拍的重头。该花盆为

尊式，撇口，束颈，鼓腹，圈足，厚胎厚

釉，施釉及底，裹足刮釉。器身通体

呈天青色调，器腹及内底泛出淡淡海

棠紫晕，口沿及足墙外侧釉水稀薄

处，浅现胎骨色，底足施釉极薄，视为

橄 榄 绿 色 。 器 底 于 入 窑 烧 制 前 刻

“六”字款（已磨），乾隆朝时加刻“建

福宫 凝晖堂用”殿阁款。

据介绍，与本次拍卖的钧窑花盆

同器型且同刻“六”字的例子有五例，

其中三例为天青釉，另外两例为海棠

紫釉。除本次拍卖的钧窑花盆外，还

有一件刻有殿阁款的“六”字款尊式

花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两

例海棠紫釉的，分别保存于哈佛大学

赛克勒美术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

公私收藏中，刻有“建福宫 凝晖堂

用”的钧窑花盆目前仅有一例，为一

玫瑰紫釉四方式花盆，现藏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 （施晓琴）

嘉德秋拍诞生4887.5万元“最贵钧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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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
——上博39年后再推漆器大展

本报记者 施晓琴

信息速递

周洋

设计教育之路怎么走？

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天然漆是

中国的特产，国外称它为漆中之王，所

谓“白如雪，红似血，黑似铁”，便是其在

各种状态下所呈色泽的优美写照。而

耐磨、耐蚀，越陈越漂亮更是其独具的

优秀品性。由此，用生漆制成的工艺

品，也便可以逾千年寒暑而不失其光

彩，从而与陶瓷、丝绸一起并称为中国

古代传统艺术之三大瑰宝，声誉享遍全

球。而揭开漆艺历史的，是距今已 7000

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一个漆碗。

日前，“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

器艺术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此次展

览系统展示了 280余件自战国时期直至

20 世纪的中国漆器珍品，其中 270 余件

为上海博物馆馆藏。这也是上海博物

馆首次系统、完整地展出馆藏漆器，上

一次举办这样的漆器特展还是在 39 年

前。上世纪 50年代，上海博物馆在建馆

初期就收藏了大量漆器。在这批收藏

的基础上，恰逢考古发掘湖北省江陵望

山沙冢楚墓、江陵凤凰山 168 号西汉墓

和云梦睡虎地秦墓等墓葬中出土大量

漆器的契机，上海博物馆于 1979 年 11

月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湖北省

出土战国秦汉漆器展”，展示了荆楚地

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漆器。这场关于漆

艺的视觉盛宴打开了人们认识中国漆

器的大门，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漆器，

推动了全国对漆器尤其是早期漆器的

研究。

与当年聚焦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

展览不同，此次特展以工艺为纲，以时

间为序，分为六大部分，从新石器时代

的萌芽探索，到战国、秦汉的漆彩飞扬，

一直到宋元明清的百花齐放，直观反映

了 波 澜 起 伏 而 瑰 丽 绚 烂 的 中 国 漆 器

史。品种有彩绘、素髹、雕漆、螺钿、金

饰、建漆等，涵盖了中国漆器史上两大

高峰时期的多数工艺品种。

漆器以木、铜、骨、角等材质为胎，

髹以天然大漆，具 有 防 水 防 蛀 的 优 良

特性。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

经开始制造与使用漆器，河姆渡遗址

出土的朱漆碗、良渚遗址出土的嵌玉

漆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都在诉

说着中国先民使用漆的悠久历史。经

历新石器时期的萌芽与商周的不断探

索，漆器发展至战国和秦汉达到了繁

荣时期，造就了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

个 高 峰 。 这 一 时 期 的 礼 仪 、生 活 、丧

葬 用 品 ，都 可 以 用 漆 器 制 作 ，各 地 墓

葬中出土的以彩绘为主的漆器数以万

计 。 此 次 展 览 的 第 一 部 分“ 漆 彩 飞

扬”，主要展示了 38 件战国至秦汉彩

绘漆器。彩绘漆器是出现时间早而又

延续时期长的漆器品种。自新石器时

期开始萌芽，经过夏、商、周时期不断

探 索 ，到 战 国 、秦 、汉 时 期 达 到 鼎 盛 ，

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制作。展览中有一

批 上 海 博 物 馆 于 2008 年 从 湖 北 省 荆

州 博 物 馆 调 拨 的 该 地 区 墓 葬 出 土 器

物 ，再 加 上 部 分 近 年 来 入 藏 的 器 物 ，

风格各不相同，可以反映这个时期漆

器生产的普遍性。

宋元明清是漆器史上的第二个高

峰时期，品种繁多，数量可观，而且以艺

术品居多，出现了“千文万华”的局面。

这也是此次展览展示的重点。为了向

观众介绍此前为社会了解不多的宋金

时代漆器，上海博物馆特别借展了浙江

省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

大同市博物馆所藏的 7件重要出土漆器

珍品，有些堪称顶级国宝，自出土以来

从未离开过当地。

除了繁复的花纹，清新淡雅的素髹

也 是 漆 器 艺 术 中 经 久 不 灭 的 审 美 之

一。简约的素髹漆器历代皆有制作，承

袭时间悠久。通常仅以单色或双色漆

的髹涂为装饰，体现了古人高雅的审美

情趣。展览第二部分“清雅素髹”共展

示素髹漆器 24 件。展品中有上海地区

出土的宋元时期日用品，也有古琴等高

雅艺术用品，精致内敛，气息古朴。清

代乾隆时期菊瓣形朱漆脱胎器制作工

艺高超，装饰华丽，体现了皇家的审美

情趣。

雕 漆 是 漆 工 艺 中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与镶嵌引入其他材质不同，雕漆是

色彩与空间的艺术。雕漆是在器胎上

层层髹漆至数十层或百多层，再用刀雕

刻出纹饰的漆器，按所髹漆色和雕刻方

法的不同又可分为剔犀、剔黑、剔红、剔

黄、剔彩等，是传世漆器中数量最多的

品种。展览第三部分“雕锦镂华”展示

了历代雕漆实物 96件，这是展览最为重

要的部分。这一部分按照品种和年代

顺序加以展示，力图让观众较为全面地

了解雕漆发展的历史。

螺钿是用螺、蚌的外壳在漆器表面

加以装饰的工艺，有厚螺钿和薄螺钿两

种类型。宋元时期螺钿工艺精进，钿

片逐渐变薄，出现了许多佳作。此次

“螺钿萋斐”部分的展品中，宋元时期

“黑漆螺钿楼阁人物图菱花形盒”“黑

漆螺钿人物图圆盒”均为海外回流文

物，国内罕见，十分珍贵。清代螺钿精

益求精，钿片薄如蜂翼、细若秋毫，普

遍采用点螺工艺，局部片嵌金花，其构

图、配色模拟书画趣味，随彩而施，光华

可赏。

漆器的金饰工艺由来已久，品种繁

多，主要可分为嵌饰与描饰两大类。唐

代最为流行的金银平脱工艺，也归入嵌

饰类。与金饰相关的漆器工艺最常见

的是戗金和描金。“金髹彩妆”部分展示

了各种金饰加彩的漆器 50件，展品中有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村前乡宋墓出土

的“朱漆戗金人物花卉纹菱花形奁”、浙

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的“识文描金

舍利函”，分别代表了宋代戗金、描金漆

器的最高水平。

福州脱胎漆器是在继承中国漆艺

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工艺门

类，轻巧光亮，色彩丰富，工艺独特。其

开创者为清乾隆年间福州府侯官县（今

福州市）沈绍安，他恢复古代纻胎技法，

巧配髹漆用色，使漆器更加盈巧艳丽，

颇具观赏性。沈氏后人在此基础上创

制薄料彩髹技法，同时创新发展出数十

种髹饰技法，使福州脱胎漆器成为颇具

特色的工艺品种。展览最后一个部分

“闽风瑞光”就集中展示了近现代福州

沈绍安开创的脱胎彩绘漆器 21件，另有

1 件厦门漆线雕代表作，它们是 20 世纪

福建地区漆器工艺的代表性品种，时代

气息浓厚。

明代黄成著、杨明注《髹饰录》为我

国现存的唯一古代漆工专著。杨明在

其中漫谈历代漆器工艺时，用“千文万

华，纷然不可胜识”来慨叹漆器技艺发

展至明代品种繁多，使人目不暇接的

盛状。而明代之后，漆器艺术的发展

也未曾停下步伐。中国漆器历经数千

年的积累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品类不

断丰富、用途不断拓展和迁移、工艺不

断继承并创新，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

貌。“尽管漆器在不少国人的印象中是

‘小门类’，但漆器是中国的国粹，战国

汉墓当中出土的漆器成千上万。中国

历代漆器，可以是日用品，也可以是高

档礼品，是中国人真正的一种奢侈品。”

此次展览策展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包

燕丽说。

据了解，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联

合中国文物学会举行了“中国古代漆

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8 年中国文

物学会漆器珐琅器专业委员会年会”，

来自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湖

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文博专家，以及

耶鲁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

者和全国各地漆器研究单位的近百位

专业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共

享经济等名词的不断涌现，当今社会已

经由过去单一的线性发展转变为多元

的裂变式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以及产业的发展结构、城市发展的模式

等都处于不断变化中。也正因如此，教

育的责任不再是“学以致用”这么简单，

更应成为寻找到正确通往未知的桥梁，

并为所有人在求解未知的道路上建立

一套创新思维体系。

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艺术

与设计、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以及社会

文化、社会创新等紧密相关。面对社会

的发展变化，如何重新定义艺术与设计

教育，如何建构面向未来的艺术与设计

学科，也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议题。在

日前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国际美术教

育大会的设计论坛上，来自全球各地知

名大学的校长、院长、教育专家和学者，

结合各自学校的设计教学改革，聚焦全

球设计教育领域的前沿问题，探讨了世

界发展变化格局中设计教育的使命。

“人类对于生存的环境、周边的事

物、关系网络的需求等都在发生着不断

变化，几乎所有学科专业都在向着更多

维的领域发展，很多学科已经不再是传

统意义的单一学科了。”中央美术学院

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说。当下，基于世

界技术、产业和教育理念变革所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中央美术学院立足于对世

界未来形态与经济模式的整体研判，致

力于建设成为融合造型艺术、设计艺

术、建筑艺术、人文艺术等多学科相互

支撑、相互影响的现代美术设计教育学

科结构。对于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

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设计与社会研究

大学教授安东尼·邓恩也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他认为，学科的交互与融合，

对设计的未来至关重要。设计和众多

学科携手合作，也许会给社会带来更

多功效，能更好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

的问题。

“2009 年，我们就将设计和创新互

相结合，目前这种结合已经变成了学院

的工作重心。”上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院长娄永琪表示，设计学是一门科

学与艺术相融合的新型交叉学科，由于

设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需要综合社会、

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因此，设计

教育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随着社会

的发展不断变化和调整。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工业设计研究中心学术研究

负责人阿道夫·伯弗瑞·古提瑞思·尼托

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本土文化

和国际文化都在经历着深刻变化，设计

教育在各个方面的实践都和文化息息

相关。设计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一

个实践的过程，它并不局限于产品，也

不局限于应用。”

设计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它不能脱

离社会文化背景而独自运行，也不可避

免受到文化的限制。文化深刻影响着

设计的发展，它决定了设计的方向、设

计的风格、设计的观念等内容。设计作

品的格调、派别、材料等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当下某种特定文化的缩影。这些

文化包括社会观念、人文精神、某一时

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我们从不同的

设计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背后蕴含的思

想观念。可以说，设计全面地渗透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设计的社会化特征

也由此越来越明显。未来的设计会发

展成什么样，设计教育需要进行哪些方

面的变革，也成为这一领域专家学者普

遍研究与探讨的问题。针对人才培养

这一话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方

晓风表示，院校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学生的能力培养，而不是技能或知识传

授，“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的边

界和容量和时间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

院校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因此，能力培

养才是院校应该把握的重点。”他说。

“我们曾经的设计教育是对物质材

料的功能、美学原理、传统符号进行设

计，而如今的设计已经从单一产品的形

态设计转换为上下语境的系统设计。

换句话说，今天的设计已经不是以‘造

物 ’为 核 心 的 了 。”宋 协 伟 表 示 ，中 央

美术学院的教学目标不是为社会培养

高级技术工人，而是要培养具有研究

力 、创 造 力 、在 未 来 新 兴 产 业 中 有 话

语权的学者。同时，他也希望可以借

由本次论坛建立一个教育共同体，为

未来人类的生存从事设计教育，这其

中不仅包括增量的设计，也包括对减

量 的 关 注 和 对 环 境 友 好 的 设 计 。 他

说：“我们的设计要为经济发展服务，

但是目的一定不止于经济，最终，我们

应为人类长久的生存空间和幸福指数

而服务。”

素三彩瓷器原则上是指含有 3

种或3种以上低湿釉彩，但不含或含

有极少量红彩的瓷器。由于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属于

荤色，其他色彩属于素色，因此，不

含红色或基本不含红色的彩瓷被

称作“素三彩”，这里的“三”是“多”

的意思，并非一定得有 3 种颜色。

素三彩瓷器系受西汉以来低

温铅釉陶影响，从明初景德镇窑烧

造的不含红彩的杂釉彩瓷器发展

而来，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此后，

经历了明代正德，明代嘉靖隆庆万

历和清代康熙时期三个重要发展

阶段。其中，正德朝素三彩瓷器色

彩搭配协调、彩色素雅，给人以柔

和悦目之美感。

该御窑素三彩海水蟾蜍纹洗，

产于明代正德年间，原属于明代宫

廷御用瓷器，10.8厘米高、口径 23.7

厘米、足距 17.8 厘米。洗口内敛，

平底，下承三如意头式足，口沿黄

彩暗刻楷书“正德年制”四字款，内

施青白釉，外壁刻画了 16 个海中

嬉游的蟾蜍，纹饰构图简练。整个

文物以黄彩绘蟾蜍，绿彩绘海水，

白彩绘浪花，紫彩涂口、足，色彩和

谐分明，清爽悦目。现存传世的正

德素三彩已屈指可数，这件可以说

是稀世珍品。 （施晓琴）

浇黄地青花瓷器，属于青花瓷

器的衍生品种。需要两次烧成，即

先高温烧成白地青花瓷器，然后采

用“浇釉”方法施以低温黄釉，透过

黄釉可见到青花纹饰，用刀具将有

纹饰处的黄釉刮掉，再入窑经低温

焙烧而成。黄地衬托蓝花，给人以

温馨素雅之美感。该品种创烧于宣

德朝景德镇御器厂，后来成化、弘

治、正德、嘉靖等朝均有烧造。而弘

治御窑制品尤以娇黄一色著称，历

来受到世人推崇，此盘即为一例。

该盘直径 26.5 厘米，造型周正

规整，胎质坚致厚重，盘心绘折枝栀

子花，内壁绘葡萄、荷花、石榴、柿子

四式祥花瑞果，外壁绘缠枝茶花。

画法古拙典雅而不失艳丽，青花渲

染细腻，黄釉丰腴厚润，上下二色映

衬，更见素雅高贵。

栀子花芳香素雅，绿叶白花，格外

清丽可爱，既可入药，也适宜做庭院居

室之缀饰，因此，一直深得众人喜爱。

明代以降，宫廷诸类工艺品多见栀子

花装饰，就瓷器一项而言，御器厂竭力

运用多种方式装饰，除此黄釉青花外，

还有蓝地白花、褐釉白花等，明代皇帝

对其喜爱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筱琹）

本报讯 11 月 17 日，由北京理

工大学主办，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

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陶瓷印艺

术研究中心承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

篆刻院篆刻研究所提供学术支持的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资助项

目“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

目开班仪式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该项目旨在推动当代陶瓷印理

论研究与创作发展，提高陶瓷印高层

次人才的审美修养、创作水平及艺术

理论水平，传播陶瓷印艺术，提升社

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据悉，该项目

包括专家授课、调研考察、创作实践

和 陶 瓷 印 制 作 工 艺 培 训 等 单 元 课

程。此外，还将举办各类学术讲座、

研讨以及作品汇报展等活动。

（周洋）

“陶瓷印艺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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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美术教育大会设计论坛现场

彩绘漆镇墓兽（漆器） 战国 上海博物馆藏 识文描金盝顶舍利函（漆器）

北宋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正镐制彩漆鳌鱼桃盘（漆器）

清 上海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