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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美

王蒨：活化一部“乐舞通史”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毅

王明贤 任丽娜

“我不做这件事，后人也会来做，但一定会

晚许多年。更何况这么多年在博物馆工作的背

景，让我深知这是一座可以让社会各界了解中

国陶俑史、感悟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宝库……”

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陕西省工艺美术大

师，现年 74 岁的王蒨说道。她所说的“这件事”

指的是，依据各大博物馆馆藏的中国乐舞陶俑

以及搜集的珍贵资料，原样复制从春秋战国时

期一直到明代的各类乐舞俑，用饱含文物信息

及史料价值的陶俑构筑起一部活灵活现的中国

乐舞通史。

对于王蒨和与其合作的西安美术学院雕塑

系的 20 多位博士、硕士生来说，“复活”乐舞陶

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以说，到目前为

止，我们完成了整个工程 20%的工作量。虽说

从数量上来看只有 20%，但却是工程难度最大

的那些，而剩下的 80%的工作干起来将势如破

竹……”王蒨信心满满地表示，他们计划在今

年国庆节前于西安举办这 100 多件（套）、300多

个乐舞陶俑的首展，用“以假乱真”的乐舞陶俑

作品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用宏大的“通史规

模”生动再现中国历史和文化，并通过举办世界

巡展，传递中国精神、弘扬文化自信。

常年与陶俑打交道的王蒨深知陶俑的价

值。“我经常说古代没有照相机，但是有陶俑，它

再现了历朝历代的时代风貌、社会习俗和人物、

器物的真实模样。陶俑就是记录历史的一种方

式，它比相机更直接、更生动。”可以说，俑这种

在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代替活人殉葬的物

品，通过真实直观的形象将横跨 2500 多年的中

国众多朝代（注：明代之后，因纸扎的兴起，陶俑

逐渐消失，其制作技术后也失传）的社会习俗、

生活百态以及各类人物及服饰、器物等如实再

现，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

2015 年，已经退休在家的王蒨再也坐不住

了。那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参观了

西安博物院，并作出批示，而其中的一句话正好

触动了王蒨的心，那就是“让历史说话，让文物

说话”。这句话犹如一束光亮照进王蒨的心，

与内心长久的陶俑情结不谋而合，一个“复活”

陶俑的宏大计划在其心中形成。她要让极具

美 感 和 艺 术 感 染 力 的 音 乐 舞 蹈 陶 俑“开 口 说

话”，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在世界舞台上，演

绎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发展史。中国乐舞陶俑

的文物原件藏于世界各地的众多博物馆中，对

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尽览其详，更何况一些

珍贵的乐舞陶俑毁于战火等灾难而仅存有照

片等资料遗存。

谈到“复活”中国乐舞陶俑，有两大问题是

无法绕开和回避的，一是是否掌握制作陶俑的

技艺，二是是否拥有足够的乐舞俑文物史料。

或许是巧合，或许正是命运的安排，这至关重要

的两点，王蒨同时具备。

陶俑在明代衰亡，其技术也已失传，这是中

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对此，在长期的工作过程

中，王蒨创造掌握了一整套复制彩绘陶俑的技

术及工艺，使这一失传已久的古代技艺得以恢

复。她制作的《唐代打马球俑》8 件作品因参加

1984 年奥运会的“中国古代体育展”而引起极

大轰动；她制作的《唐代粉彩女俑》曾连获 1987

年、1988 年中国第二十届、二十一届旅游纪念

品大会一等奖；1995 年，在第 44 届尤里卡世界

发明博览会上，王蒨带着一些中国古代乐舞类

陶俑作品出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陶俑一经亮

相便迅速在当地引爆了一场中国旋风。王蒨

清 楚 地 记 得 ，当 时 西 方 的 艺 术 家 紧 紧 地 拥 抱

着 她 ，语 无 伦 次 地 向 她 表 达 着 对 中 国 古 老 工

艺 的 景 仰 ，赞 许 她 对 于 人 类 文 明 的 传 承 。 那

次，王蒨荣获了“尤里卡金奖”“欧洲共同体最

高荣誉奖”和“罗马尼亚最高学院奖”，她也是

那一年唯一获“欧洲共同体最高荣誉奖”的亚

洲 人 。 西 方 对 中 国 陶 俑 的 礼 遇 ，让 王 蒨 重 新

认 识 到 自 己 工 作 的 价 值 ，而 这 在 多 年 前 也 曾

发生在她父亲身上。

王蒨于 1945 年出生于文化世家，父亲王子

云是中国新美术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

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是著名的画家、雕塑

家、美术教育家。母亲何正璜是中国文博界的

著名学者。王蒨从小在家庭浓厚的文化艺术

氛围熏陶下，培养了对各类艺术极大的兴趣和

敏锐的艺术观察力，也接下了父辈对于保护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

“作为‘五四运动’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父

亲着洋装、拄文明棍，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

夷到法国留学，却在那里重新发现了中华文化

的伟大。”王蒨向记者介绍，在抗日战争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为了抢救正在遭受敌机轰炸的

珍贵文物，王子云在回国后向政府申请成立了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冒着炮火，赴川、陕、豫、

青、甘等地进行考察，以尽学人之责。1942 年，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河南洛阳的山洞里发现

了一组唐代歌舞俑，这是为了躲避战火专门藏

进山洞的，王子云拍摄了十几张照片。令人遗

憾的是，这组唐俑最终还是毁于战火。“在我临

摹唐俑几十年的实践中，再也没有见过比这一

组更精美、更标准的，我认为它就是唐代最经典

的‘霓裳羽衣舞’的具体形象。”王蒨表示，父亲

把已成绝唱的照片交给她时嘱咐，一定要把它

们复原出来，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这也是

父亲的遗愿。”

虽说王蒨“复活”中国乐舞陶俑的工程正式

启动于 2015 年，但 真 正 的 工 作 其 实 很 早 就 已

开始了。“复制陶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

性 工 作 ，它 需 要 各 个 工 种 的 协 调 配 合 ，仅 制

泥 就 需 粉 碎 、去 杂 质 、沉 淀 、反 复 砸 揉 ，才 能

成为熟泥。接下来塑形、制模、按泥胎，然后

将 胎 烧 成 陶 ，接 着 上 色 ，最 后 是 做 旧 。”王 蒨

认 为 ，掌 握 技 艺 固 然 重 要 ，但 更 关 键 的 是 通

过 这 些 乐 舞 俑 来 了 解 古 代 艺 术 的 文 化 底 蕴 ，

掌 握 不 同 时 期 的 时 代 精 神 ，传 承 中 国 文 化 ，

并让更多的年轻人及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感悟

中华文明。

目前，离 100 余件（套）乐舞陶俑列队讲述中

国古代乐舞通史的日子不远了，但王蒨及其团

队进一步用陶俑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规划并没

有止步，他们计划在乐舞陶俑之后，再推出文官

俑、武官俑、侍卫俑、动物俑、仕女俑、宦官俑等

系列，让更多的陶俑“开口说话”。

艺术家陈立德曾说过：“以天然大漆为媒

材作艺术的当代性表达是艺术先贤们对弘扬

中国传统漆文化高瞻远瞩的探索和倡导。”由

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自己确立的目标和言说

方式，也可以领悟到他在诉说和承担的时代责

任，这个责任在于如何承接中国传统大漆的艺

术语言，并使之纳入当代艺术观念诗意而隐性

的表达环节中，在此框架中融入个人和时代的

元素，是他表达方式的形成过程和所蕴含的价

值意义所在。在此，漆画语言获得了独立，传

统文脉在当代也得到了延续。

在将漆画带入现代绘画领域，探索独特的

艺术语言方面，陈立德自始至终都走在时代的

前列。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上，他的漆画作品

《皓月红烛》获得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枚全国

美展漆画金牌，开创了他独特的视觉艺术特征与

风格迥异的漆画本体语言特点。在上世纪80年

代创作的作品中，陈立德充分发挥大漆艺术的本

体语言特色，将深层的思想性理念与简洁的艺术

表现手法融合为一体，观者根据题目的引导找到

与自己经验世界相重叠的物象，也可以从画面本

身延伸想象，补充、参与阅读，由此生成作品的张

力和多意性，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下时代的构想在

这些作品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进入21世纪以来，陈立德越发注重漆画艺

术逻辑语言的进一步开拓建构问题。邵大箴曾

评论：“陈立德的漆画创作用‘漆语’的语法创造

语境。漆画空间多是二维或‘浅箱式’空间，色

彩是归纳性、构成性的，物像轮廓被赋予更多的

空间结构上的意义，这使漆画本体语言的运用

获得必要的自由。”在以渔女拉网为题材的作品

《拉》中，画家用简约的几何形态构成惠安渔女、

渔网及鱼在二维空间的视像，借空间分割、形体

错位等手段创建视心理力场。用黑白对比和肌

理冲突强调运动节奏。此外，运用镶嵌、堆漆、

莳绘、贴金、罩明、磨显等传统大漆技艺，借金、

银、铝、蛋壳、螺钿等材质创造出独具质感的肌

理效果，微妙细腻却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

色漆不具备油画颜料笔转变色的洒脱和

表现冷暖色调微妙推移的自如，但是，大漆具

有不可替代的艺术语言特色和得天独厚的创

造肌理的能力，因此，在表现性和呈示性的绘

画领域里，漆画创作享有充分的自由。陈立德

在《欧行札记》系列作品中通过绘画空间逻辑

语法的探索性抅建，糅入主观色彩欲望，隐喻

地表达某种微妙而丰富的体验，作品《欧行札

记之双子教堂》，视觉对空间纵深无限延伸的

自然渴望被阻断，左侧建筑群略向中心倾斜的

结构直线与右侧树木曲展着向上延伸的枝干

呼应了哥特式教堂仰望穹苍的召唤，斑驳的碎

金与灰色基调或微妙或强烈的对比多层次地

烘托了欧洲宗教文化典型符号的沧桑与凝

重。路面上的车流则提示了时空节点。用传

统的漆艺技法融合西式的形色和“浅箱式”透

视打造出的画面充满明显的肌理和温润含蓄

的质感，传统材料的美感连同艺术家点石成金

的智慧完全被固结在画面中，在此，当代思想

融入传统大漆，构建了他对当代艺术语境的鲜

活感受与经验的一种表达方式。

扎实的写实功底使陈立德有理由做一个优

秀的写实画家，但是他并没有局限在一条路

上，其内在艺术基因和外在影响决定了他的选

择——走在时代的前沿，从题材到手法，从油

画到漆画，探索大漆的物质性与精神性融合为

具有东方诗意美感的当代艺术形式。1985年，

他与十几位泉州艺术青年成立了“泉州 BYY视

觉艺术研究会”，吹响了泉州响应全国“85美术

新潮”运动的号角。时任会长的陈立德投入到

现代艺术的创作实验当中，积极探索艺术的现

代精神属性，当时对当代艺术理念的探索一直

影响到他今天的漆画创作。

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当代观念因素，不是

纯粹物质性的陈述和装饰，也并不是在意一种

材质或是表现形式，而是不断延伸和深化自己

的创作，使大漆材料的独特性成为维持表达方

式和文化差异的物质基础，巧妙融入当代艺术

的叙事性、抒情性中，物质性在陈立德的作品

中显现了更大的精神性特征。

“我一直对战国、秦汉漆画的语法逻辑和

抽象构成形式深感兴趣。把长期对某些当代

绘画形态的关注思考与源自传统文脉的启迪

放入我这混沌大缸里沉淀发酵蒸馏，兴许能酿

成一壶风味独特的好酒。”这是艺术家的一种

自我期望，《巴别塔情结》《楚汉相争》《艺术江

湖》《形态研究系列》等作品将这种期望展现得

淋漓尽致，从平面构图、色彩搭配、抽象造型到

自由透视的构图都独具战国、秦汉漆画艺术的

特色，表现出战国、秦汉漆画艺术的高度抽象

和主观表现特征。通过这一系列的当代艺术

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陈立德对古代大漆艺术的

深入研究，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高超的

当代艺术造诣是他让大漆穿越时空，与当代艺

术产生共鸣的缘由。

从传统大漆材质中寻求灵感，在当下生活

中寻找素材，表达对生命的思考，经过提炼改

造采取西方的表现手法，使作品表达当代某种

存在主义人文精神是陈立德漆画艺术语言构

建的恰当方式；他的智慧和执着在于充分发掘

传统大漆材质的特征，却超越材料本身，将大

漆自然生长起来的特性，带入一个开放性、多

义性的当代语境中寻求一种观念的探索，从而

推动当代中国艺术多元化的构建，这是陈立德

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关键所在。这对于出生

在上世纪 40年代的漆画艺术家来说是十分难

能可贵的。大漆既是他的艺术表达工具也是

表达本身，将其注入思想性，没有使材料语言

的特性成为符号标签，在含蓄与直白的表现中

恰到好处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也是将西方绘

画方式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材质当代化结合

的一个成功个案。

让大漆穿越时空
——陈立德的当代漆画

秘色瓷是什么？“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

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

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在其诗作《秘色越

器》中这样描写秘色瓷。除此以外，在《吴越

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都有关于秘色瓷

器的记载。在唐宋时期，人们对于秘色瓷是

有概念的。宋代以后，秘色瓷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等到后来人再看到唐宋文献的

时候，大家已经不知道里面记的秘色瓷是什

么了。就这样，秘色瓷逐渐成了一个谜。

关于秘色瓷之谜一直持续到了现代，直

到 1987年，一场暴雨摧毁了陕西法门寺塔，考

古工作者揭开地宫，发现了一块叫做《监送真

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以

下简称《衣物帐》）的碑和 14件秘色瓷器，从此

为秘色瓷器的判断建立了标准，也暗示着秘

色瓷与帝王的特殊关系。随后，我国发现在

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地、北宋宋太宗元德李后

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圣宗贵妃墓等一系列

墓葬中，都出土了有可能是秘色瓷的器物。

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

秘色瓷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越窑烧

造的精品瓷器，因为是为皇宫烧造的，并且

在质量与风格方面代表一个时代的瓷器生

产水平和生产走向而名闻中外。宋、明、清

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亦聚

讼不已。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镠规定

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

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秘色”的“秘”意

思是“机密”“保密”，“色”的意思是“药粉配

方”“釉料配方”。故所谓“秘色”即“保密的

釉料配方”之意。所以，“秘色瓷”也被广泛

认为是釉料配方保密的瓷器。

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人说是

“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从出土的典型

秘色瓷看，其质地细腻，多呈灰或浅灰色。

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

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

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

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

1987 年法门寺塔考古发掘出的 14 件越

窑秘色瓷中，除两件为青黄色外，其余均釉

面青碧，胎质细腻，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

清澈碧绿。其中的一件八棱净水秘色瓷瓶

更是被学术界称为“一个突破性发现”。它

高 21.5 厘米，最大腹径 11 厘米，口径 2.3 厘

米，重 615 克。八棱净水秘色瓷瓶瓶颈细长，

直口，圆唇，肩部圆隆，腹呈现瓣状瓜棱形，

圈足稍稍外侈。在瓶颈与瓶身相接处装饰

有相应的八角凸棱纹三周，呈阶梯状。其造

型十分优雅，端庄规整，线条流畅，通体施明

亮青釉，瓷化程度极高，这一造型在唐代可

以说极具审美创意。该瓶在出土时，瓶口原

覆一颗大宝珠，瓶内装 29 颗五色宝珠，从佛

教仪轨上判断，此瓶应属密教供养器之“五

贤瓶”或“五宝瓶”之类。该净瓶未列入《衣

物帐》记载中，也未与其他秘色瓷一并放置，

而是单独发现于地宫中室第二道门前侧。

后经专家鉴定，瓷瓶的釉色、胎质与其他秘

色瓷完全相同，应该算在秘色瓷的行列之

中。因此它仍是晚唐越窑秘色瓷之精品。

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一件类似

净瓶，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一件。

另外，同一批出土的越窑五瓣葵口圈足

秘色瓷碗和越窑五瓣葵口秘色瓷盘，均发现

于地宫中室的檀木箱内。这两件秘色瓷器

通体均施青绿色釉，釉色均匀，光洁莹润，器

型规整。特别的是，在灯光照射下，碗和盘

内清澈明亮，玲珑剔透，“无中生有”，恰似一

汪清水盛于碗或盘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现象呢？原来是由于工匠在制作这些秘

色瓷时，将器物的底部巧妙地设计成略微向

器物内部凸起，这使碗或盘的底部形成了一

个微小的弧面，再加上青绿透明的釉面，就

使得碗或盘的底部近似一个“凸面镜”，对光

产生了发散作用，进而形成了视觉差。这便

是秘色瓷产生“无中生有，似盛有水”现象的

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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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千峰翠色来
——秘色瓷器雅赏 筱琹

王蒨复制的西汉杂耍俑王蒨在制作陶俑

王蒨复制的东汉说书俑王蒨复制的唐仕女俑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 唐 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