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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美

当代手工艺的“三重阶”
杭间

工艺美术的“装饰繁缛”问题
邱春林

长期以来，装饰过繁是当今工艺美

术品最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最常被专

家，尤其是被艺术院校教授诟病的工艺

美术创作中的顽疾。在国内频繁举行的

大型工艺美术博览会上，有大量装饰繁

冗的工艺美术品费工、费料多，看似很诚

心、很用力，却得不到消费者认可，尤其

“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这类形式陈

旧、装饰过度的工艺品根本不买账。时

代在变化，审美风尚也在变化，在装饰问

题上新一代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和主张，

手艺人对此不能再闭目塞听了。

装饰离不开图像，图像来源于生

活。上古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

图像看似抽象，实则是对万物的体察和

提炼，其他装饰图纹也几乎都是采用类

似的办法获取。工艺美术品的装饰内

容不外乎是文采华丽的鸟兽羽毛，变化

万端的山川水云，姿态各异的花草林

木，还有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身，可谓

万事万物的奇情异状都直接或间接地

反映在工艺美术品的装饰内容中。

但是，器物表面的装饰不同于纯粹

的绘画，纯粹的绘画形式对于周遭物质

环境有强烈的排拒力量，即它的内容和

形式会形成一个自足的观看世界，会把

我们的精神顺着笔墨语言的视觉张力，

进入到它所暗示的思想情境中去。器

物表面的装饰内容虽然可以借鉴或模

仿绘画，但它们被拘囿于器物的造型和

材料质地中，对于器表仅仅起到“点缀”

“美化”作用。相比器物之功能，装饰居

次要地位，即装饰依附于功能，服务于

功能。装饰图像也能唤起审美体验，但

这种体验紧密关联着器物整体的造型，

并且与器物的功用始终是胶着的，它无

时无刻地在提醒消费者：因为装饰“好

看”而提升了器物的品质。

因此，不论采用几何纹样，还是情

节性绘画内容，器表装饰属于器物之有

机组成部分，不能脱离开器物的整体去

判断局部装饰的好坏。而出现“装饰繁

缛”之病，可能恰恰是缺少整体观念，导

致没有处理好功能与装饰、整体与局部

的关系。装饰只是器物的“皮肤”，一件

好的器物必须兼具内美和外美。所谓

内美即结构合理，比例协调，骨骼坚实，

这些要素都密切关联着其实用性。所

谓外美，即器表纹饰生动，光华内敛，在

器物的实用性上平添了观赏性。手艺

人在装饰方面必须谨慎理性，不能像画

家那样感性挥洒。内美与外美平衡好

了就是“文质彬彬”，一旦失去平衡，不

是“质胜于文，”就是“文胜于质”。器表

装饰重在巧妙布局，做到不喧宾夺主，

不“以文害用”，才能算装饰得宜。

装饰得宜的器物自有其“品格”。

魏晋南北朝以降，人物品藻的传统也深

深影响到国人对于器物的赏鉴。原本

器物就是手艺人情感和意志力的产物，

自然会被打上不同的人格烙印。正如

《周易》所讲“质则人身”的造型原理，许

多立体器皿跟人一样有头足、有双耳、

有四肢躯干，有骨有肉，有表有里，并且

分别具有雄强、俊秀、挺拔、壮实、清雅、

质朴等风度。我们不仅可以从梅瓶、将

军罐、净瓶等一些陶瓷经典造型中看到

与人相似的各类品格，甚至可以从橱柜

椅凳上观察到人身上的骨气和性格。

中国哲学的“元气”说和“气韵生动”的

绘画思想无疑涵育了国人对于工艺美

术品的审美敏感性。

装饰的目的是为器物增其华彩，手

艺人一般都会很用心、用力去装饰自己

创造的作品，以此来寄寓思想感情，传

达艺术情思，有时还会出于炫耀技巧的

目的，甚至纯粹是为了让产品显得“工

多”，以达到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的目

的。在农耕文明时代，“装饰繁缛”意味

着奢靡，许多智者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过

度装饰，比如墨子、韩非子和汉代政论

家王符等一致主张“以致用为本，以巧

饰为末”。事实上，若非帝王或是豪富

之家有需要，手艺人是不太会主动浪费

精力在“雕文刻镂”上。因此，说到“装

饰繁缛”的病态，还不得不联系到时代

风尚这一话题。

不同时代所形成的不同风尚可能

出自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引领作用，柯律

格在论述晚明的社会风尚时就提出由

文人阶层引领的“文人品位”。面对在

新兴商业环境中出现的奢侈、尚奇、装

饰过度景观，晚明的文人阶层有意识地

去掌握审美、赏鉴行为中的“话语权”：

他们树立了俗气、土气、脂粉气的反面

典型，同时正面主张朴素、含蓄、古雅、

简约的装饰风格。市民阶层的装饰趣

味被文人阶层批判、改造、移植，形成了

“文人品位”的装饰主张，这种主张也在

悄然改变着宫廷社会的装饰风格。反

观今天的工艺美术，贵族也好（如果有

的话），文人阶层也好（如果有的话），均

失去了时代风尚的引领作用。现代社

会整体风尚是流行现代主义的简约、理

性和绿色、环保，这在建筑、交通工具、

大都市、新城镇、日用商品的设计工艺

中均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当今的工

艺美术品在装饰观念上并没有很好地

理解现代主义，而是保留了相当多的

“晚清”“民国”趣味，比如强调“满工满

饰”，比如吉祥纹样堆砌、泛滥，比如把

“工多”或“形肖”当成工巧。说明手艺

人在应对社会变迁时出现了时间误差，

观念层面的发展落后于技术层面的接

受，这是典型的“文化迟滞”现象。

长期以来，工艺美术的评价标准出

了问题，尤其在木雕、石雕、牙雕、核雕、

微雕、葫芦雕、烙画、陶瓷彩绘、陶瓷雕

塑等领域，纤毫毕现的超写实刻画技艺

成了手艺人相互之间炫耀的资本。面

对这样在装饰上用力过猛的问题，该提

倡“器韵”，提倡适度装饰，兼具实用与

美观。

矫枉必须过正，也许，疗治“装饰繁

缛”之病的药石就是道家美学。并非一

定要突出彩绘和雕镂才能获得装饰效

果，有时尊重自然、巧用自然也一样能

实现装饰动机，一样能达到“清水出芙

蓉”的美学高度，一样能与现代主义的

简约、绿色思想接轨。比如许多单色釉

陶瓷如越窑青瓷、汝瓷等就是看似无装

饰的装饰。比如木瘤、砚石、玉石、水晶

等天然材料中都存在有待发掘的“文

理”之美，以及这些形式结构中所蕴含

的视觉张力。又比如明式家具有着十

分简约、科学、实用的造型，也真正体现

了“大道至简”的装饰思想。再比如，哥

窑陶瓷因胎釉膨胀、收缩比系数不同导

致的釉面“开片”，钧瓷、花釉和建盏等经

过“窑变”所形成的淌釉和晶斑，柴窑烧

制中偶然出现的陶瓷表面的“落灰”，髹

饰工艺中的“漂漆”等，都是手艺人偶然

发现并有意为之，早已成为一种“虽由人

作，宛自天开”的极高明的装饰手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三重阶——

中国当代手工艺学术提名展”自 9 月 30

日开展以来得到业界积极关注，这次展

览分为“遗所思”“忽如寄”“道无因”3个

部分，综合展示了百余位当代手工艺家

的 300 余件作品，涵盖木雕、石雕、陶

瓷、刺绣、家具、首饰、玻璃、剪纸、纤维

艺术等 20 余种类。视觉与空间设计为

韩湛宁、深圳“亚洲铜”设计。

不妨设问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今天

的手工艺术是否真的达到优雅古典的

高度，是否有所超越？为何作为日用的

手工艺在日日萎缩而作为鉴赏的艺术

工艺仍在蓬勃发展？在传承日益成为

一种威权的时候，中国有年轻的“现代

手 工 艺 ”吗 ？ 如 果 有 ，它 是 什 么 样 子

的？这 3 个问题，是我们策划这个展览

的初衷。展览的标题“三重阶”语出《古

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

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说的是

“伟大”汉代的宫阙境界，在那与浮云一

样曲檐高耸的“阿阁”中，“人”在一重又

一重的台上行走。诗的意思点出：“弦

歌”响了，“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

稀”。诉说的是永恒的人间理解之悲，

不是惋惜歌者唱得多么苦痛，而是伤感

知音的稀少。

今天的手工艺也处在“阿阁”的表

面辉煌层楼包围之中，但正如《古诗十

九首》相较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落

寞，这些最逼近人生人性真意的无名汉

代乐府诗人的吟唱，其超越时代的含

意，却少有历史的知音，杰出的手工艺

术就在这喧嚣而又巍峨的“阿阁”中弯

腰行走。

“三重”在汉语中有特别的意境，

“三”作为复数，“三生万物”，包含了

所有的复杂性和可能，这是当代手工

艺处境的映照。一方面，在以工业生

产为主体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似乎迎

来 了 曾 在 农 耕 社 会 无 限 繁 荣 过 的 手

工艺术新的“黄金时代”，这一年，全

国大大小小的展览有上百个，“大师”

“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等社会荣誉

“铺天盖地”，传统活跃在现代，这是一

个“惊喜的悖论”。另一方面，在廉价

的 怀 旧 情 绪 和 表 面 的“ 文 创 ”策 略 的

推动下，作为日用器皿的手工艺制品

逐渐离开实用的初衷，价格越来越高

昂，失去了生活的本意；但同时，在收

藏市场的促进下，手工艺出现了越来

越向纯 艺 术 发 展 的 新 趋 势 ，作 为“ 巧

夺天工”的“人造物”，它希望与人的

关系不仅仅要满足使用，还要沉浸于

精神。

人类究竟通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

关联？“把玩”显现了它原本秘密的“野

心”，作为中介物的“把玩”，被哲学家嗅

出了“符号”消费的阴谋，认为“人造物”

是通过消费实现的具有识别体系的符

号，实际上是人欲望的投射，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最终是通过物品自我完成、

自我消解展开。所以很多时候，物品的

真正意义是一面镜子。

“把玩”呈现出时代的精神状态。

但我们清楚，变化是手工艺生命的永恒

面貌，与手工艺有关的科学技术极大跃

进，星外文明和宇宙的认识被不断刷

新，新的工艺被当代赋予更多的心脑手

与未来世界的精神关系，“日用之道”早

已超越了使用，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

化，古代“君子喻玉”那样的超设计正以

全新的状态出现。鉴于此，我们希望通

过对全国范围内现当代手工艺术家作

品的学术发现，来体现三部分内容的思

想叙述，展开中国当代手工艺术处境和

未来发展的思考。

展览按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

的建筑空间依次分为三部分，标题也

出自《古诗十九首》。第一部分为“遗

所思——传统的精致和典雅”，策展人

为吴光荣。“遗所思”见“庭中有奇树，绿

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用作我们对传统经典的认识新向度。

经典固然精致和华滋，但后人往往“折

枝”管窥“其荣”，只见一斑，“此物何足

贵，但感别经时”，时间过去很久了，时

空距离实际是时代审美的变化，在“别

经 时 ”的 今 天 ，我 们 应 如 何 重 看“ 经

典”？该篇章以“古意”为线索，展出的

多为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非遗

传 承 人 的 作 品 ，他 们 仍 坚 持“ 寄 思 于

物”，将传统审美、情怀和实用功能再现

于器物之上。第二部分为“忽如寄——

回到纯艺术的‘工艺’”，本人担任策展

人，选择了目前最活跃的手工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已逐渐打破实用艺术与纯

艺术的界限，成为纯粹的造型艺术或

时尚的单件作品。“忽如寄”见“驱车上

东门”，诗中叩问的是人类生命的终

极命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生 命 如 朝 露 ，人 生 是 一 段 旅 程 ，是 过

客，“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即使

是金石勒名，也不可能永恒。这样的

追问，正是艺术的内在发源和动力，也

是工艺在越过时代技术和材料等的局

限后，逐渐离开具体的“功能实现”，而

跃向“纯艺术”表现的必由之路。第三

部分“道无因——工艺当随‘当代’”，

策展人是王克震。“道无因”见“去者日

以疏”，这首本是感怀沧海桑田的诗，

但在后半部分发展为散发着辩证唯物

主义光辉的乐观思索，“古墓犁为田，

松柏摧为薪”，一切的变化都是必然，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具象的故

乡是不可能回去的，所有已经过去的

都不是原来的道路，“道路”只有向前，

而无法向后，这正应了年轻一代的创

作状态，作为当代艺术的工艺，他们不

求完美和精致，他们生气勃勃打破重

组，一心面向心目中的未来。这一篇

章主要是“80 后”“90 后”艺术家，他们

广泛采纳 3D 打印等新技术、新材料，

极大延伸了手工的意义，作品注重抽象

性、雕塑性，思想和观念的表现胜过功

能性。

展览期间，我们还将分别与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

艺委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合作，举行不同专题的研讨会，同时出

版书籍《三重阶——中国当代手工艺学

术提名作品选》。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中
国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总馆长）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

传播交流资助项目“设计介入精准

扶贫案例展”暨“设计扶贫与社会

创新”学术论坛在重庆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分为序曲、“互·联”

“人·本”“物·道”“家·缘”5 个板块，

从当代设计的视角，讲述中国设计

扶贫的故事。序曲板块，从宏观和

微观两大系统探究贫困问题知识

源流，窥见一系列涉及贫困问题研

究的学术源流和政策贡献，重现重

庆中益乡扶贫现场，理解精准扶贫

工作是如何通过一系列链状的社

会 行 为 紧 密 连 接 去 实 现 的 ；“ 互·
联”板块，强调数字服务设计系统

驱动协作式创新的范例；“人·本”

板块，秉承“让教育成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最有力的工具”的理念，

精选国家艺术基金手工艺人才培

养项目和社会组织的美育课程范

例；“物·道”板块，聚焦非遗扶贫，

寻找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智慧，以设

计赋能传统产业；“家·缘”板块，践

行整合设计，修复人与自然直接对

话的场域，重拾营造，重视自然与

社 会 、文 化 资 源 的 关 系 及 运 行 法

则，最终将其运用在人类社群的生

活设计中。

其 中 ，“ 腾 讯 为 村 ”超 越 传 统

公 益 捐 赠 模 式 ，思 考 如 何 借 助 自

身 核 心 能 力 助 力 乡 村 发 展 ，利 用

互 联 网 搭 建 起 了 精 准 脱 贫 、乡 村

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的工作平台；

“ 荣 昌夏布艺术创新人才培养”是

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艺术人才

培养资助项目，将夏布这一传统材

料与工艺带入当代设计，通过当代

的设计手法和时尚审美提升夏布

的产品价值，为扶贫事业贡献工艺

智 慧 ；“ 巫 溪 县 扶 贫 项 目 ”为 重 庆

市 教 委 扶 贫 项 目 ，该 项 目 为 当 地

农 特 产 品 重 新 规 划 包 装 、推 向 市

场 ，帮 助 当 地 村 民 提 高 了 农 副 产

品销量。

此次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

院艺术教育学院院长谢亚平认为，

设计不仅能成为问题解决者，也能

成为意义构建者。设计正在不断

扩大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参与度，当

代设计的对象正从产品系统转向

服务系统。“设计借由产品驱动与

服务驱动两个层面，对现有资源进

行创造性重组，改造新的生产消费

系统，通过教育激活贫困人群和贫

困地区的内生动力，让越来越多的

贫困人群及贫困地区得以受益，助

推乡村振兴，实现可持续社会发展

的目标。”谢亚平说。

精准扶贫是一项高度复杂且需

创造性的工作，设计正在通过“不

断介入”，在政策、社群、机构和资

本多方关系中，起到“协调人”的作

用。作为展方代表，腾讯公司产业

政策部主任陈圆圆提到，将村庄中

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不一定是以

物的方式呈现，也能以互联网、以

精神的方式呈现，设计师正是擅长

完成这项转化的角色。

透过这些设计扶贫典型范例，

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设计形态的“六

个转向”。设计方法从“碎片式的

局部参与”转为“不断深度介入的

实践智慧”；设计目标不满足于“冷

漠的销售”，而重视利益相关者生

活空间的“整体考量”；设计尺度不

再遵从盲目的“大设计”，而是提倡

适度的“小设计”；设计价值不追求

“重设计”，而是遵从“轻设计”；设

计研究正从“单一物质产品”转向

“非物质形态”的研究；设计组织正

从“设计师独立运作”转变为“协同

设计”。

从产品到服务，从城市到乡村，

从商业到社会，从文化到价值，设

计正作为强有力的催化剂，探求价

值创造与道德意义之间的平衡，持

续于人类生活的整个社会空间生

态研究，有效地为贫困人群赋能，

修复贫困人群或贫困村落的弹性

生态系统，建立可持续的协作式社

会创新体系，在实践智慧中呈现设

计的善，通过社会创新促进包容性

的人类发展。四川美术学院党委

书记黄政表示，乡村不是城市的剩

余空间，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有着自

身的路径，需要持续地设计赋能，

提升乡村的农业价值、生态价值、

家园价值、文化价值等，四川美术

学院师生致力于通过设计介入精

准扶贫，希望将全国的力量聚集起

来为乡村振兴做更大的贡献。“这

个展览集中反映了近年四川美术

学院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所承

担的项目和在学科发展中所聚焦

的重点，也秉持了川美关注民生、

植 根 乡 土 的 办 学 主 张 和 研 究 态

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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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介入精准扶贫案例展”展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