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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以广彩为
例 ， 以前我们看到历史上
曾有岭南画派与广彩的结
合，现在的状况如何？

郭学雷：这种富有学养
的结合创作很重要。 像早
期广珐琅广彩里有一些诗
文，你能看到书法很漂亮。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广珐琅
里， 蝴蝶画得不仅纤毛毕
现、五彩斑斓，那几条触须
和爪子，栩栩如生，现在很
难再临摹出那种生命力。
当时有很多书画家参与广
珐琅广彩的创作。 我觉得
早期的广珐琅广彩艺人，
功夫是非常了得的。 只是
越往后可能越在做减法。

陈文敏：其实岭南画派
参与的广彩制作， 我们一
直在实践。 广彩的非遗申
报文本， 从市级到省级到
国家级都是我写的。 将广
彩 300 多年的传承脉搏、
技艺特征、 表现形态等做
一个梳理， 就能看出其中
的传承与创新。

广彩主要有四个主要
形态：第一，传统绘制。从明
代开始，在青花上加三彩或
五彩，俗称为斗彩。第二，定
烧瓷绘制。在一口通商后陶
瓷制造业繁荣，进口了法国
的珐琅彩、 德国的液态金
水，丰富了中国陶瓷的颜料
材料种类。 第三，是积金彩
瓷（也曾因一首《白沙行》被

误传做“织金彩瓷”）。 1784
年美国刚刚崛起，也需要展
示文化自信。欧洲人喜欢的
是纹章瓷， 而美国不一样，
要求大金量， 内容丰富，形
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
四， 就是你提到的岭南画
派参与的广彩制作。 这在
以前也叫“文人画瓷”，但
概念较模糊。 辛亥革命前，
岭南画派“二高一陈”（高
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成立
了广东博物商会， 与广彩
商人刘群兴一起， 在广州
办过瓷画厂。 令广彩吸收
了岭南画派技法如撞水撞
粉等， 为广彩发展输入新
鲜血液。

2005 年时， 我也曾邀
请过杨之光、陈永锵、陈金
章等岭南画派艺术家，参与
广彩联合创作，在陈家祠展
出时，反响很好。 其实我从
1999 年开始举办不定期书
画诗词雅集，持续至今也有
20 年，合作了上万件广彩，
融入了诗书画印的传统文
化内涵，我认为这是一个可
持续的状态。

当然我认为，不能说高
端路线或大众化哪一个才
最好。因为在广彩最出彩的
时候，也是高中低档产品都
有，有完整的系统，产业链
才健康。 非遗很重要的一点
是活体传承，而不是把非遗
的项目变成文物。

人生是漫长的， 如何在途中找
寻合适自己的路向，能够欣赏身边
人和事，有所得，进一步而个人得
道，舒坦过完美善的这辈子？

道家学说
有一次找书， 看到一篇文章，标

题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挺吓
人的， 看下去原来是解释中国儒、
佛、道家对死亡的看法，编者认为：

儒：人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朽
佛：超脱和轮回
道：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
三家之中，我个人觉得，儒佛

两家有确定方向，哲理论说鲜明，
后人得以此目标研究追随。 道家
学派众多，或者说是目标一致，但
各自修行，因为有各自说法，要研
究的话范围广泛， 多年相传有不
少经典故事，有趣味的，具启发的，
甚有参透价值。

列仙酒牌
晚清海上画家任熊， 绘制了一

本画册《列仙酒牌》，共画了四十八
位神仙。 任熊个性雄强，不愿泥古
受绑，年轻时离家远行，结缘途中

相遇，广交朋友，三十岁结束游寓
生涯，娶妻回乡，卖画为生，期间绘
制了《列仙酒牌》。 酒令叶子是古人
行酒令玩乐时的一种纸牌，把各种
文化艺术作品绘成印裱在硬卡纸
上，提升品酒文化的内涵。《列仙酒
牌》后来被拓印了四十部，于任熊
儿子任预满月宴上招客行酒令醵
饮，甚是乐事。

酒牌里有老子：“玄之道德五千
言，不予药，不与仙，不言白日升青
天。寿者饮。” 意思是老子道德经五
千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以药
道治病，不讲神仙之事，长寿者即为
仙， 所以坐席上长寿之人要喝酒。

不争而争
老子道德经最为后人所用“上

善若水”，意思就是最好如水一样，
有利于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 进一
层次用于“不争而争”而获胜，老子
认为有七种方法可得胜： 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
事善能、动善时。 这好像也有些“无
为而治”的理论。 其中“事善能”就
是要做能力所及之事，不可放弃做
力所能及的事，但也不必勉强去做
力有不逮之事。

退一步，风景或许更美好。

豁达开朗
画册最后一页是宋朝诗人林

逋。 林逋生于北宋盛世，且具备才
华，为什么就选了不士不官，隐居
深山，梅妻鹤子地过日子？ 或许他
是受了庄子如《逍遥游》启示，节录
一段如下：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
大舟也无力。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
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
舟大也。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
翼也无力。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
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
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

林逋的隐居是个人喜好和取
向，并不是消极的生活态度，他跟朋
友说： 人生贵在能选择适合自己的
志向。 林逋选择了远离官场，但也不
忘提携教导后辈， 对哥哥儿子林宥
尽心教育，林宥后来登上进士甲科，
林逋十分高兴，说：侄儿喜欢仕事官
场， 向着自己选择的方向， 跟我一
样，就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志向了。

这表现了林逋开明、 豁达的人
生境界，这种高贵品格是值得我们
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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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千年水墨看今古 柒

文 / 柯少君

寻道 得道

现任佳士得香港中国书画部
资深专家暨拍卖主管 ， 主理中国
古代书画研究及拍卖目录编辑 。
主修西洋艺术并取得澳洲墨尔本
RMIT 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 曾任
职画廊推广中国当代书画 。 1999
年加盟香港佳士得中国书画部 ，
2005 年擢升为专家 。 具有中西文
化 知 识 及 丰 富 的 艺 术 品 拍 卖 经
验 ，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艺术市场
动向及意见。

现代人写章草的不多， 我欣
赏章草之处，就是它“雁尾”一笔，
粗重浑厚， 特别凌厉， 特别有分
量，如关云长倒提青龙偃月刀！ 古
人写章草这一笔仿佛有些夸张，
似乎不合比例， 但我觉得就是这
一笔，最能体现章草的个性。 现代
人写章草往往忽略了这最有特色
的一笔，于是显得平淡了，索然无
味了。 倘若关云长不拿刀，捧书夜
读， 一边手还捋着胡子， 太文气
了，没了五虎将那种威风。

章草是篆书演进到隶书阶段
相应派生出来的一种书体。 唐朝
张怀瓘称之为“既隶书之捷”，所
为谓捷，是便捷，快捷，有些笔画
索连，飞丝萦带，笔有方圆，法兼
使转，草化了。 因为由隶书的简捷

写法发展演变而来， 所以始终带
着隶书“蚕头雁尾”的笔意。 而最
具隶书笔意的，当是“雁尾”那一
横和那一捺！ 去掉这一笔，就是叫
关云长别提刀了。

章草大致形成于西汉宣、元之
间，兴盛于东汉、三国及西晋。到了
东晋，新体草书形成了，便将法度
严谨的旧体隶草称为“章草”，把新
体草书称为“今草”。如王羲之所写
的草书，便是今草。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章草名
篇有皇象的 《急就章》、 索靖的
《月仪帖》、《史孝山出师颂》、赵
孟頫用章草写的 《千字文》 等。
南北朝时颇得梁武帝宠遇的袁
昂形容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
鸟乍飞 ”，皇象书如“歌声绕梁 ，

琴人舍徽”。而宋人尚意，宋代大
书法家黄庭坚则说“索靖银钩虿
尾”！ 即系蝎子尾，峻险坚劲，心
不知手，手不知心：谓心手两忘，
天然自工也。

到了明清时代， 章草仍为书
法家所好， 但是从祝允明所书的
《陶渊明闲情赋》到傅山写《千字
文》，却少有夸张形式的“雁尾”，
收笔含蓄了许多， 再到近代的沈
增植，那一捺多用捺点了。 虽然看
上去仍有飞剑狂舞的感觉， 厉害
是厉害了， 只是还是不敌关云长
那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

章草的“雁尾” 文 / 梁君度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林清清（除署名外） 受访嘉宾（受访者供图）

首提“广作”概念，能否重现辉煌？
羊城晚报：“广作展”引发参观热潮 ，观

众人数突破纪录，原因为何？
曾玲玲： 广州的本土工艺早在汉唐时

期就初露锋芒，发展至明清大放异彩。广州
工匠凭借天时地利人和， 不断结合西洋技
艺创造出自成一派、大放异彩的“广作”工
艺品，赢得皇室、民间、西方商人的青睐。
比如汉朝就有的广州牙雕， 到乾隆时期与
江南牙雕、 宫廷牙雕并称为中国牙雕三大
流派。而广绣，早在唐代就已有相关文献记
载，至清末民初，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
并称为四大名绣。

到了当代， 广州的手工艺还遗留下哪
些？ 我们希望能对清代以来“广作”的发展历
程、工艺水平、艺术价值有一个立体的呈现：
既有作为外销品蕴含的东西技艺、 文化交
融，又有本土民间使用的情怀记忆，还有宫
廷收藏广作体现的不惜工本、 华丽精美、巧
夺天工。 所以此次展览持续至明年 1 月 5
日，展品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级别之高，应
该也算历年广州举办同类展览之最。 比如第
一展厅的大柜子， 一对珐琅复合器的大象，
是 1776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的。 200 多
年前不知道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成功烧造再
顺利运至紫禁城。 而科技物流发达的今天，
我们再把它们安全运回来也花了三天两夜。

羊城晚报：此次 “广作展 ”，首次将 “广
作 ”作为整体概念提出 ，是否有助于对 “广
作”的研究开发和发挥文化影响力？ 是否已
有跨门类或跨馆合作的研究项目？

曾玲玲：清代有“广木作”之称，指清
代广州制造的家具， 但以往对于广州工艺
广府，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整体的概念。我
们觉得，无论是广州制造或者是广府制造，
似乎都不能全面呈现广州工艺的特色和影
响力。我们在提出这个概念前，也与广州和
苏州文博同行、故宫专家反复讨论。最终认
为，此次展览提出“广作”这个概念，是为
了集中梳理、呈现广东工匠的历史源流、艺
术价值。 属于更多地从学术角度提出的一
个概念。

我们通过对前期许多材料的整理，去
探讨这个概念，会发现许多“广作”工艺之
间， 存在相互影响， 比如珐琅和广彩的关
系； 比如清代宫廷的广式家具， 镶嵌着象
牙、珊瑚、珐琅和玻璃画；广州的外销扇，
它也是有不同材质、工艺的复合。 这些“广
作”手工艺之间，是互相合作，也会形成更
有创造力的新的作品。

郭学雷： 广州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地
方，它肯定不会只有单一工艺见长。 如果从
一个宏观的艺术史的角度去观察， 可能会
对广作这套系统有更丰富和深层次的认
识。 正如我现在研究广珐琅与广彩的渊源，
也是源于我研究纹章瓷断代时一些发现。

比如我曾接触到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一
件重要器物， 它上面写有：“甲辰花朝写于
岭南珠江精舍”，说明它是在广州画的。 落
款的唐金堂，经我翻查，是一位大概从康熙
末年、雍正到乾隆时期的珐琅名家。广珐琅
有一种典型的课子图，很可能就是他画的，
因为那件东西是雍正二年的。 一些关联性
的节点能够打通， 你就知道唐金堂可能在
康熙末年已成为了广珐琅名家， 艺术水平
极高。以前不知道，在康熙末年广珐琅就能
达到这种艺术高度。 这就能还原一个器物
原本那个时代的地位和艺术成就。

曾玲玲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 专

注于对广州城市史、 清代外销艺术品和中西
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与策展 ， 主持 “瓷路相
逢———清代外销瓷的中国元素与西方情调”、
“苏州样广州匠———苏广明清工艺精品联展”
等专题展览，出版专著《瓷话中国———走向世
界的中国外销瓷》、《广州西关印记》等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 ，

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 深圳市博物馆协会会长 ，复
旦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展览策划与古陶瓷研
究，曾主持 “官钧 ”瓷器 、金元红绿彩瓷器 、吉州窑与黑釉瓷
器等多个重要展览及学术研讨会 ，研究涉及钧窑 、红绿彩
瓷 、吉州窑 、磁州窑 、黑釉瓷 、山西陶瓷 、元明青花 、广彩及
中外陶瓷技术与文化交流等领域

周京南
故宫博物

院宫廷部研究
馆员 ， 古典家
具研究专家

“广作”精彩大秀 观众量破纪录

壹

陈文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彩 ”代表

性传承人 ， 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
员 ， 广州莲花陶瓷实业有限公司艺术总
监 。 孩提时受容庚 、 商承祚等辅导和启
蒙，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培锡。代表
作被故宫博物院及多家博物馆收藏

“白加白 ” 白釉广彩连枝
花卉徽章纹瓷盘 ， 广州博物
馆藏 林清清 摄

受访嘉宾

曾经被誉为“金山珠海”，是皇家的“天子南库”的广东，工匠们的匠心巧工，不仅带来了
宫廷内的“洋货热”，带来了成为欧洲生活时尚的“中国风”，更带来一个时代中西贸易文化
交流的繁盛。 广彩、珐琅、广式家具、广绣、牙雕……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工艺的艺术价值与
渊源架构中，“广作”都有重要影响和地位。

目前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匠心神巧———广作特展”， 由广州博物馆联袂故宫博物
院、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汇聚四馆所藏 103 件（套）清代至当代广州
工匠制作的钟表、牙雕、陶瓷、珐琅、家具等广作工艺精品。 这场“广作”精彩大秀，开展一个
月来，突破了广州博物馆近 20 年节假日单日观众量最高纪录，国庆期间单日入馆人数超过
14000 人。

除了让观众们近距离感受到两百余年间广州匠人的匠心奇思与巧夺天工， 展览中，首
次提出了“广作”这一概念，将分散的广东工艺美术、非遗传承各个单项整合起来，将“广作”
概念带到了更高的学术研究层面。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在此展中首次发发表表自己关于
广珐琅与广彩渊源的课题研究成果；10 月 27 日， 故宫研究员家具专家周京南南在在广州博物
馆开设清宫收藏广式家具特色的讲座，观众反应热烈。 对“广
作”的全方位研究，由此更系统化。

仅仅是名字的改变， 会否带来学术研究、 收藏地位上的
改变？文化影响力会有多大？ 羊城晚报记者请来博物馆长、故
宫专家以及广作代表之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不同角度
来探讨。 专家们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广作”并不是将广州
传统的工艺美术简单集合。 经过系统梳理，重新认识“广作”，
才能重塑“广作”在艺术价值和收藏市场地位上的影响力。

书法杂谈

“广作”大秀
为何观众热度专业度度双双爆爆棚棚？？

曾经辉煌
“广作”地位如今是否被被低低估估？？

传承创新 “广作”未来有何方向向？？

广彩在不断传承创新 陈文敏供图

铜胎画珐琅花卉纹杯碟 广州博物馆藏 林清清 摄

1776 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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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广作”的艺术价值与市场地位，
是否被低估？

曾玲玲：“广作”中的外销品部分，经过了
这十来年国内外博物馆的研究和展示宣传，
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由
于收藏风气影响，回流的也比较多。 而皇室宫
廷收藏部分，毕竟来源有限，目前以博物馆收
藏为主。

但如果说艺术价值， 与世界同时期水平相
比， 还有很多尚待挖掘之处。 例如此次广彩展
品中有一件雍正的“白加白”，就是在白色的瓷
器上，用白色釉料画了透明的白色花纹。 这个
工艺是 17 世纪意大利发明的， 但是在雍正年
间就已经传到广州并被广州工匠掌握。 另外广
州博物馆近年征集最具研究价值的纹章瓷是
英国的奥奇欧佛家族定制的，当时为了定制这
批纹章瓷， 专门请了当时英国一个有名的画
家，在木板上画好定制的图案，带来广州，而广
州工匠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高还原度。 当时
订购的价格就是一般纹章瓷的十倍，日用瓷的
百倍了。 所以同时兼具学术和审美的价值。

羊城晚报：在古典家具领域，广作家具一直
具有重要的地位 。 在清宫造办处有 “广木作 ”，
与苏作京作匠人一起， 为清代皇家打造家具器
用。 广作家具的地位与收藏价值， 在宫廷收藏
体系中，有何体现？

周京南：清代皇宫对于广式家具特别喜欢，
在清代宫廷紫檀家具中， 保守估计至少有五分
之一是广式风格的，包括宝座、插屏、柜格、佛
龛， 甚至有皇帝的婚床。 清帝同治十一年大婚
典礼时， 曾交粤海关备办硬木雕龙床。 这些都
在我查阅有关档案时有所发现。

在存世于今的清宫家具中， 可以看到有很
大一部分家具， 是受到岭南地区广东家具的影
响，用料考究，造型厚重，装饰风格华丽精美，
中西合璧， 具有鲜明的广式家具的风格。 清代
宫廷中广式家具， 在中国家具史上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一页，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羊城晚报：各种 “广作 ”元素的交织 ，对广
式家居的发展有无影响？

周京南：在宫廷收藏中可以看到，广式家具
中有许多“广作”技艺交织。 比如宫廷收藏的广
式家具中， 还能见到大量玻璃油画、 珐琅技术
以及受西方建筑雕刻影响的装饰纹样。

例如玻璃油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入中国，
首先在广州兴起。 玻璃画最早见于十五世纪意
大利天主教圣像画。 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
到十八世纪欧洲已经不再流行。 但在十八世纪
至十九世纪的广州口岸， 玻璃画却大行其道，
甚至成为广州画匠外销画的重要画种。

而珐琅的金碧辉煌和雍容华贵， 符合宫廷
审美。 所以常能见到宫廷广式家具上， 紫檀的
深沉上，常镶嵌色泽艳丽、对比强烈的珐琅、玻
璃油画，显得粲然悦目。 清宫的内务府造办处，

除了“广木作”，还有“珐琅作”，这些都能看到
“广作”匠人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在陶瓷品类中横向比较 ，很多人
认为广彩比不上青花。 但您认为广彩广珐琅具
有改变中国陶瓷发展走向的高度，为什么？

郭学雷：这是确凿无疑的。现在很多人觉得
广彩不如青花重要，那还是认识不够。 珐琅这
套系统最先在广东落地，发展到广彩，接着到
宫廷珐琅，到景德镇粉彩系统，都是通过这条
线发生，无论是艺术高度，还是它在整个脉络
里起的作用，都很重要。 它改变了中国陶瓷走
向，改变了中国陶瓷釉胎装饰的风貌。 清代以
彩瓷为主，康熙之前就是青花和五彩，到了广
彩这套体系出现以后，粉彩就大量流行，其实
粉彩背后的推手就是广珐琅广彩。 这个脉络
你要观察不清楚，你就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
其实广彩的影响力和地位应该有更高的一个
评价。

其实广彩有非常厉害的地方， 康末雍初尤
其雍正初年的广彩花鸟， 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水
平最高的，但是国内基本上没有，基本在海外，
像大英博物馆、大都会、法国集美、英国 V&A
博物馆， 或是一些海外大拍上偶尔见到。 这些
花鸟画得极其生动， 色彩极其艳丽， 能体现出
广彩的艺术性和材料的优势。 的确要
把视野放宽，放在海外去，你才
能接触到核心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