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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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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把工匠精神当作艺术家精神

近段时间艺术界一直在热议工匠精神，甚至有

些艺术家和理论家竟把工匠精神当作或等同于艺术

家精神来看待和论证。什么是工匠精神？艺术评论

家王进玉认为，简明地说它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

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它针对的对象是

工匠，而不是艺术家；工匠所负责的对象是产品，而

不是艺术品。此外其精神理念的内涵是“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是共性的精神，而绝不能把它当成艺术

家专属的精神，或者艺术界的主旨精神。那么到底

什么才是艺术家精神呢？评论家黑子在《重塑艺术

家精神》一文中说：纵观历史会发现，举凡真正的艺

术家、艺术大家一定是具有这样品格与修为的人

——以艺为本，以德为先；艺为人师，德为世范；自由

思想，独立精神；重视原创，追求经典，且胸怀宽广，

心持正念，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与社会担当。

艺术绑不了市场的票

新浪收藏专栏作家文夏白羽近日发博文说，我

们当下的艺术圈、艺术行业、艺术市场这三个词实在

是有意思，三者看似在一个世界里玩耍的好伙伴，玩

耍的方式却是“动刀动枪”的。艺术圈总自以为是地

把自己的存在看作一种超然的价值提供者，殊不知

我国的艺术圈发展才不过初步阶段，而这种心态也

不过是一种久旱逢甘霖便对雨水产生神明似崇拜的

极端行为。艺术圈总觉得资本绑架了艺术家，让艺

术家们在一种趋利的环境下创作或者运作，然而却

不曾想市场对谁都是公平的，在资本的眼中，压根就

不存在艺术，存在的是利益的所在，哪里有钱赚，钱

就往哪里钻。而人从来都是社会的人，也更是市场

的人，当进入了一个环境，基本的规律是需要遵循

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找更适合自身的游戏规则，来

建设一个更适合发展的生态。

书画重现辉煌的三个条件

艺术研究学者摩罗近日在美术报发文说，中国

书画想要实现真正的繁荣，重现历史的辉煌，必须具

备三个条件。第一，中国社会必须缝补文化的断裂，

接上精神文化的古老传统，以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主

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第二，书画艺术必须自觉地回

归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自觉地扎根于古老的传统

文化土壤中，遨游在经史子集经典的海洋中，最大限

度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灵性与滋养，让自己的艺术成

为具有文化承载的精神现象。第三，书画艺术必须

自觉地回归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尤其必须回归艺

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自觉地接续和发扬由经典作品

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

美术馆可引入市场化管理

余丁在中国文化报发文说，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

样，中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资金困境，仅

依靠政府拨款使得一些美术博物馆难以为继。在目前

条件下，要推动中国的美术博物馆建设，需要博物馆的

领导者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引入市场管理机制，是获

得充足资金的一个重要保证，这一点一些美术博物馆，

如广东美术馆、中华世纪坛美术馆等在管理模式上已

经有了一些经验。而要建立完善的美术博物馆市场管

理体系，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记者 陈友望

他经历并见证了失传了700多年的南

宋官窑名瓷被复原制作，轰动了世界古陶

瓷界；他作为“用杭州紫金土仿制南宋官

窑”的第二发明人，荣获了国家发明二等

奖；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现代南宋官窑的经

典之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碎瓷之王；他

的作品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德国总统罗曼·
赫尔佐克等外国首脑，有的被中国历史博

物馆作为世纪陶瓷艺术珍品收藏。他，就

是“南宋官窑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叶国珍。

南宋官窑千年绝技失传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南宋官窑位居中

国宋代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之首。

八百多年前，宋高宗赵构南渡长江迁都临

安（今杭州）后，为了宫廷用瓷，征召全国最

优秀的制瓷技匠，自建官家瓷窑，采用优质

原料配制胎釉，以精湛的工艺造出精美绝

伦的产品，史称南宋官窑。

叶国珍介绍说，“现今南宋官窑存世稀

少，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七十余件，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二十余件，除少数散落国

外，民间传世作品极少。南宋官窑瓷器历

来深受收藏家的追捧，去年香港苏富比春

拍中，一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

以48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1.139亿港元成

交，可见南宋官窑之珍贵。”

说起自己与南宋官窑的缘分，叶国珍

记忆犹新。“我从 17 岁开始就和陶瓷打交

道，从老家莆田来到金华陶瓷厂学做陶

瓷。”凭着一股钻劲，叶国珍很快掌握了陶

瓷造型模具制作和日用陶瓷配方等技艺，

并琢磨出实际生产中更简单、方便的成型

工艺方法。“1958年周恩来总理对恢复宋代

名瓷作出重要指示。1969年我开始研究恢

复南宋官窑，1976年对我来说是转折之年，

这一年我调到了萧山瓷厂，参加由哥哥叶

宏明教授主持的南宋官窑名瓷恢复工作。”

南宋官窑由于制瓷原料配方中各种矿物

成分特殊，所以制作烧造十分困难，烧成合格

率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加之南宋朝廷对制瓷

技艺保密，配方技术不得流入民间，南宋覆灭

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有关南宋官窑的制作

原料、制瓷配方、成型技艺、烧造技术都已失

传，历史文献记载仅是南宋官窑作品特色的

只言片语。南宋官窑专门烧造宫廷专用礼

器，工艺极其精致复杂，存世作品十分稀少，

有国宝之称。为了再现这稀世珍宝，国际上

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陶瓷科研机构和大

学竞相开展同一课题的研究，甚至借助现代

技术，但都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揭开粉青釉色和冰裂纹的秘密

恢复南宋官窑，谈何容易？年轻的叶国

珍在叶宏明的指点下，到南宋官窑古窑遗址

去寻找古瓷碎片，这是破译“官窑密码”岩相

结构和化学组成的关键。根据史料记载，官

窑遗址在杭州乌龟山脚下的八卦田附近。

两座烧造南宋官窑瓷的龙窑遗址被叶国珍

找到，在遗址获得了用来进行岩相结构和化

学组成分析的各种不同胎釉色瓷片。叶国

珍兄弟俩一起把这些十分重要的瓷片分别

送到上海和景德镇的陶瓷分析机构进行理

化测试，取得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而最难之处还要过三道关：即选定原

料，制定配方，确定制作烧造工艺。在试验

制瓷原料的一年时间里，叶国珍带着锄头和

麻袋，差不多跑遍了杭城及萧山、富阳、余

杭、临安周围的大小山岭，寻找原料。通过

试验和对比，他确认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

窑址附近的紫金土，是制作烧造官窑最重要

的制瓷原料。“那时候，乌龟山郊坛下的杂草

可是齐腰之高啊！蚊虫特多又很凶猛，但越

是这样我越想：这里面肯定深藏着一些不为

人知的秘密。”找到了紫金土制瓷原料，叶国

珍开始研究胎釉配方和制作烧造技艺，实现

官窑四大品质特征：“紫口铁足”、“粉青釉

色”、“冰裂纹片”和“厚釉烧造”。

叶国珍说，“南宋官窑有一个十分著名

也十分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紫口铁足’。

紫口是指作品器物口沿薄釉处呈现紫色，

历史文献记载称为‘紫口’。铁足是指作品

器物底足露胎部分呈褐色，历史文献记载

称为‘铁足’。这也是南宋官窑青瓷品质特

征的重要标识。”

对南宋官窑四大特征，叶国珍从研究紫

口铁足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分析试验。在漫

长的试验过程中，一窑瓷器要连续烧制17个

小时，因此，不管白天黑夜，还是酷暑寒冬，

只要窑中有试验品，叶国珍都一直在现场观

测，观察火焰，记录炉温，确定氧化与还原时

间、分析各种不同辅助原料对四大特征的影

响……前前后后选用了十多种辅助材料，通

过上千个配方试验与调整，72道制瓷工序的

优化与提升，2000多次品质特征窑烧试验。

1978年4月的一天，当一件具有四大特

征完美无瑕的南宋官窑复制品从窑中缓缓

送出时，叶国珍的眼神闪出恢复成功带来的

喜悦光芒：碧玉般的粉青釉色，形态各异的

冰裂纹片，若紫若褐的紫口铁足、内蕴如脂

的厚釉烧造技术，他的眼睛湿润了。10月在

仿南宋官窑瓷国家级鉴定会上，国内专家一

致认为叶氏兄弟研究恢复成功的官窑瓷与

南宋官窑瓷相比，无论是内在质地还是外观

形象，完全一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

且制作烧造工艺技术更加合理科学。英国

皇家科学院的一位行家说：“大英博物馆藏

有南宋官窑瓷器，对这些仿制品尽管也作了

最认真的观察，我们都怎么也难以辨认。”

今天，叶国珍恢复成功的南宋官窑瓷，

在体现南宋官窑四大特色的基础上，采用

现代科学手段，还恢复了南宋官窑釉中珍

珠泡，使釉质十分柔润。而叶国珍在其釉

的配方中使用什么成分的草，什么成分的

木，如何配比成草木灰，这都是叶国珍南宋

官窑核心秘密，只有他才知晓。

传承和创新永不停歇

南宋官窑瓷器恢复成功，轰动了陶瓷科

技界和文物考古界。1986年，国家决定在官

窑遗址建造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萧山建

立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叶国珍任研究所所

长。1996年之后又相继建立浙江萧山宋代名

瓷研究所和杭州南宋官窑科学艺术研究院，

叶国珍分别任研究所所长和研究院院长。

1987 年，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

邀请叶国珍到东京举办南宋官窑当代作品

展；1990 年，南宋官窑当代作品在香港展

出，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1989年，当代南

宋官窑工艺品开始批量生产。1991年，叶

国珍作为“用杭州紫金土仿制南宋官窑瓷”

的第二发明人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至今，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和杭州南

宋官窑科学艺术研究院共同制作的人物

类、花瓶类和茶具等南宋官窑当代作品远

销日、美、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

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被中央宣传部、

文化部、商务部等国家六部委共同列为国

家文化出口重点单位。

此后，凭着对古陶瓷艺术的挚爱和对

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叶国珍又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有几十项科研成功填补了国内

空白，其中南宋官窑薄胎厚釉技术研究和

纳米技术改性官哥窑胎釉抗变形工艺填补

了国际空白。2005年，他又一举恢复了失

传800年在日本被称为国宝的天目釉瓷。

作为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叶国珍

教授作品充分体现出厚重的南宋官窑历史

内涵和独特的南宋官窑青瓷艺术形式，线

条刚健有力，技艺精致细腻，胎骨与釉色调

配协同，金丝银线纹片动态美感强，作品表

现出其艺术语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收藏

家评价叶国珍的作品是南宋官窑品质和青

瓷艺术精华相结合的结晶品，是现代南宋

官窑的经典之作，称他为中国碎瓷王。

即便如此，叶国珍依旧没有在南宋官窑

的研究上停留脚步。为让南宋官窑更多走

入大众，这些年，他还研制开发了南宋官窑

冰裂纹茶具、十二生肖冰裂纹茶杯、春夏秋

冬冰裂纹四季杯等品茗佳器，深受市场欢

迎，并远销台湾、香港及其他地区。四十多

年来，叶国珍一直视瓷如命，他时刻提醒着

自己不要忘记，“杭州名闻天下，不仅仅因为

有西湖，还有国之重器——南宋官窑。”

文/朱飞军

庄子有一篇文章叫作《养生主》，是讲养生之道

的，也是通过讲养生的道理来阐述他的世界观的。

其中第一段阐述了他观点的主旨：“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

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我想这段话

的大意就是：要使生命顺全，就要按照“自然的理路”

去做。如果光是讲这样一个道理，我想应该是会有

许多人了解和同意的。

庄子接着讲了四个小故事来阐明他的这一观

点:第一个是“庖丁解牛”的故事。讲高明的厨师解

剖牛，达到牛体“如同泥土溃散落地一般，牛还不知

道自己已经死了”的效果；第二个故事是讲公文轩看

见只长一只脚的“右师”，认识到长一只脚是天所为

而非人为；第三个故事是水泽里的野鸡走十步才能

啄到一口食，走上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但是他们并

不企求被养在笼子里；第四个故事是说老聃死了，他

的好朋友秦失去吊丧时只哭了三声，别人不解，秦失

说这就是符合老子观点的正确做法。

庄子此处举的四个例子与常人有异，但是符合

老庄的自然观。常人解剖牛会讲究使力，而庄子认

为关键要“顺着牛身上自然的纹理”；常人认为只长

一只脚是很奇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庄子认为自然

界无奇不有正是符合自然的情形；常人认为被圈养

起来有吃有用不用自己费力发愁是件好事，而庄子

认为只有自由自在才是件好事；常人以为人的死亡

是令人悲伤的，而庄子以为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不

必要假慈悲。

“道法自然”的道理单单从概念上说似乎也容易

理解，但这篇短文里就有三个小问题值得探究：

一是庄子为什么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

个“知”是知识或者是“智识”吗？虽然说知识是无涯

的，但追求知识的无涯会有什么问题吗？显然不是，

正确的知识不会给人带来坏处，追求更多的知识也

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坏处。所以我的理解是，庄子此

处的意思是说“无限制地追求知识这个状态”有问

题。人们的求知往往是带着求利而去求知的，因此

这个求知，往往就是求利，一旦求利而无限制，那么

就会走向它的反面，那就不符合“自然之道”了。故

而可以说，庄子在此处所说的求“知”实乃求利也，也

就是佛家常说的人的欲望。

二是庄子说“为恶无近刑”，这个用辞很奇怪。

一般的我们会说“作恶会引来刑戮”所以不要去作

恶。但庄子说作恶事不接近“刑戮”，难道说庄子鼓

励人们去“作恶”吗？有趣的问题就在这里。“自然之

道”有分“善恶”吗？没有，自然是不分什么善恶的，

老庄并不劝人们行善不行恶，而只要人们趋利避害

而已。所以庄子在此地说“为恶无近刑”。所以庄子

说你可以去做人们认为是“恶”的事情，但你不能因

此而引火烧身，使自己遭遇“刑戮”，这才是真正的智

者。世人不会让为“恶”之人逍遥，但世人以为“恶”

的事未必就是真正的恶事。

三是秦失去给老聃吊丧只哭了三声，却说“正该

来时，老聃顺时而生；正该去时，老聃顺理而死”，是

无所谓悲喜的。庄子杜撰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其并

不认为死是一件值得悲伤的“坏事”；而道家是没有

什么固定的对于“善恶”的道德标准的，一切以自然

适应为准则，只要顺应自然的就是好的。

通过这样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所说的“养

生观”与常人的理解不同，而仔细辨析却又很有些道

理。借引到书画创作来看：一些似乎有违“常规之

理”而却又包含了许多独特的对于社会生活见解的

作品是有价值的。这些作品一开始会由于其不合常

理而不被一般人所理解，而当人们逐渐认识其中的

深刻含义之后，便成了人类难得的艺术珍品。这难

道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吗？

由此我也联想到，真正的书画艺术所包含的学

问，实际上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学问，其价值和意义

深藏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切故弄玄虚的玩弄技

巧比起实实在在地真切而准确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

目，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书学即人学”，只有将

创作与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的作品，才

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6 月 15 日 ，“ 西 学·西 行 —— 早 期 吴 作 人

（1927-1949）”大展在北京中华艺术宫开幕。本次

展览在中华艺术宫33米层全部展厅共展出吴作人

作品 100 余件，内容涉及他的油画、素描、速写、国

画、水彩及历史照片，由赴欧洲求学既“西学”以及赴

西部溯源既“西行”两方面为切入点，系统的呈现了

“百年艺术巨匠”吴作人自1927年至新中国建立之

初的求学经历与艺术创作成果。

7月2日，《马尔丹和奥普金》将首次亮相荷兰国立

博物馆。年初，这两幅伦勃朗的肖像杰作由荷法两国

以1.6亿欧元联合收购，成为艺术界绝无仅有的一件大

事。至10月2日，《马尔丹和奥普金》将与荷兰国宝及

荷兰国立博物馆镇馆之宝《夜巡》一起展出。随后，两

幅画作将在荷兰国立博物馆进行修复。1634年，28岁

的伦勃朗于阿姆斯特丹为新婚夫妇马尔丹·苏勒曼和

奥普金·高比创作了结婚肖像。两幅肖像画高度均超

过两米，曾被私人收藏长达近四个世纪之久。

“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北京开展

《马尔丹和奥普金》首秀荷兰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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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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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珍:为了南宋官窑的那一抹粉青色

养生之道与书道

人物名片

叶国珍，1951 年

生 ，福 建 莆 田 人 。

1971 年进入浙江美

术学院学习陶瓷艺术

创作，1986 年毕业于

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

工程系。1992 年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1994 年获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称号。现为浙江萧

山宋代名瓷研究所所

长、杭州南宋官窑科

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古陶瓷当代

大师联谊会会长、中

国官窑研究会副会

长、全国古陶瓷专业委

员会主任、浙江省硅酸

盐学会理事长、“南宋

官窑瓷烧制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叶国珍曾先后在

日本、美国、法国、意

大利、韩国、香港、台

湾等四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举办个展和联

展，很多作品被美国、

德国、日本、香港、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

国内一些知名人士收

藏，被作为国礼赠送

给德国总统罗曼·赫

尔佐克等外国首脑，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

为世纪陶瓷艺术珍品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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