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中国艺术品市
场成为全球发展最快最活跃
的市场， 高端艺术精品的拍
卖价格不断刷新， 人们对财
富管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艺术精品高收益的示范效应
使艺术品投资特点凸显。 怎
么让自己的资产增值保值？
怎样把自己或家人的形象长
留于艺术品中？ 如何传承家
族文化和资产？ 这不仅是富
裕家庭思考的问题， 也是越
来越多现代人的想法。

有人说艺术品的收藏体现
了家庭文化的特质与熏陶，也
是传承家庭文脉的上佳选择。
文物、 艺术品不仅可以赏心悦
目，与心灵对话，而且具有传世
价值， 同时凝聚着上一辈的文
化理念、价值取向、形象特征及
历史故事。

相比油画等艺术形式，漆
艺术品更具传世意义。 它可
以保存千年， 是最长命的收
藏品：它的稀缺性、不可复制
性， 它与众不同的质感、美
感、 神秘感大大增加了其艺
术价值和增值保值空间。 漆
艺 文 物 出 土 数 量 的 不 断 增
加， 从历史上说明漆艺作品
一直是中国古代贵族们钟爱
的藏品和用品， 数千年来的
考古发现也充分证明了漆艺
作 品 的 保 存 优 势 和 收 藏 价
值。

清末民初福建彰州著名
的金漆画家吴埜山， 是中国
现 代 漆 画 第 一 开 创 者 。 在
1996 年编撰的 《诏安县志》
第二节“绘画 ”里对他有此描
述：“民国时期 ， 吴埜山擅长
金漆画肖像 ， 以金银粉涂于
亮部，图像金碧辉煌 。 ”2020
年 5 月 14 日 ，我和吴老的曾
孙吴林春长谈 ， 了解到吴老
曾经给孙中山和泰国国王画
过漆画肖像 ， 在当时很有名
气。 2014 年中国美协漆画艺
委会编撰 《中国现代漆画文
献集》的时候 ，老师们从吴埜
山的老家找到一张他的漆画
自画像 ， 这张自画像引起各
地收藏界和美术馆 、 博物馆
的重视 ， 参 加 了 2016 年的

“中国现代漆画文献展 ”，后
经 评 估 价 值 数 百 万 元 人 民
币。

漆艺术品由于承载着文
化、 历史内涵及独有的艺术
特质， 其价值总是超出人们
的想象， 尤其是具有独立人
格、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品，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只会越
来越大， 而艺术效果却不会
因岁月而减弱。

2018 年我带领中国漆画
家在尼泊尔国家美术馆举办
“登峰造极·中国漆画展” 时，
被馆藏的作品《释迦牟尼》、为
商界领袖等制作的漆画肖像特
别引人瞩目， 这和漆画流光溢
彩的艺术效果和可以永久保存
的特点分不开。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人发
现漆艺之美，开始使用漆器、收
藏漆画、 邀请著名漆画家制作
漆画肖像……让家里增添有人
文、有历史的艺术收藏，让子孙
后代了解家族历史， 让家族文
化得到传承， 让家族资产得到
传世。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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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流光
漆艺传世

作者介绍： 著 名 漆 画
家 ， 中国美协漆画艺术委
员会委员 、 广州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 、 广东省美协
漆画艺委会主任 、 广州市
美 协 漆 画 艺 委 会 主 任 、 岭
南漆画学会会长 、 广州美
术学院客座副教授

文 / 苏星

大漆之美 (四)

受访嘉宾

邓彬
现任教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版画家，2003 年版画作品入选全
国第十六届版画展，第七届和第八
届全国石版铜版丝网版画展。
2007 年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器
物文化，并研究传统木作和漆作工
艺。其金缮技艺在 CCTV-1、凤凰
卫视等媒体均有报道

叶国才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

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委员，
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漆画艺
委会副秘书长，广州市青年美术
家协会漆画艺委会委员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
琉璃脆”， 一句话道出了世事的无
常。 一件残破之器，你会以何种态
度看待它？ 可能是一个小缺口，也
可能是一地的支离破碎，就像生命
中各种遗憾与伤痛， 看似不可弥
补，无法愈合，除了弃置仿佛别无
他法。

然而有这么一群人， 面对残
缺，以极致的温柔从容以待，不试
图掩盖，反而用最贵重的物质来修
补残缺， 让裂缝与残缺神奇地愈
合，从而创造出另一种美———他们
就是从事金缮修复的手艺人，在无
常的世界中，恪守着对美的向往。

金缮是运用大漆、金粉等对破

损瓷器进行修补的一种工艺技法，
本质是属漆艺的范畴。 金缮技法起
源于中国，后经日本匠人以特殊的
美学观念，将其发展成一门特殊的
瓷器修缮艺术。 除了陶瓷，金缮也
可修复紫砂、玉器、竹器等。

金缮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
器物的一次修复，也是从残缺中发
现美、创造美的过程。 面对残破，不
逃避不遮掩，更不嫌弃，坦然接受，
温柔以对，这也是对心灵的一次疗
愈。 正如国内著名金缮修复师邓彬
形容金缮时所说：“重拾破碎而不
失尊严， 抚平伤痛却有新欣喜，但
愿生活中的诸般不美好，皆可温柔
以待，或者亦能别开生面。 ”

重拾破碎而不失尊严，抚平伤痛却有新欣喜

：让美在 中涅槃重生残缺金缮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 / 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记者：在文物 、艺术品
修复领域 ， 与修旧如旧的修复相比 ，
金缮修复的理念有何不同？

邓彬：文物与工艺品有很多种类，
青铜器、书画、瓷器等都有各自不同的
修复方法。 古陶瓷修复在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 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
著名残器———“马蝗绊” 龙泉窑青瓷
碗， 就是在中国明朝时用锔钉的方式
去修复好的。

东西坏了就有了修的需求，但如
何修复首先需要明白修复的目的，我
们生活中实用器修好了是为了恢复
它的使用功能，但博物馆的文物并不
是为了恢复使用功能，而是以延续文
物的寿命、展示等为目的，旨在维护
文物历史见证的作用。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威尼斯宪
章》，针对文物修复提出三大原则：第一，
是最小的介入， 即对文物本身的残破状
态不作进一步的破坏，修复应该做加法。
第二，是可识别原则。 修复的部分应和文
物本身有一定的视觉差异， 文物的原真
性至关重要，如果修复的部分以假乱真，
那么会干扰观众对文物的判断。 第三，文
物修复要求是可逆转的。 哪一天我们的
修复工艺或修复的理念有所更新， 那么
我们之前的修复部分要能通过一定的方
式去除掉，不能是永久性的。

金缮是一个传统的东方的瓷器修
复方法，它并不是新技术，但它恰恰能吻
合《威尼斯宪章》的文物修复三原则。 现
在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博物馆所陈列的
中国瓷器，有一些就是用金缮修复的。 当
然，这些瓷器有可能在入藏博物馆前，在
历史上已由工匠用金缮修复好了。

金缮修复的理念， 它跟东方的文
化背景有密切关系。首先金缮是漆艺，
修复后的物件， 可以说是漆艺与瓷器
的结合。 中国古代不乏在瓷器上面用
到漆艺的例子， 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就在瓷器的外壁，
用到了漆艺中的金银平脱工艺， 这是
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在瓷器上运用
漆艺的例子。 出土的北宋定窑瓷器残
片中，也有少量在外壁髹朱漆或黑漆。

话说回来，金缮的修复理念其实
根植于东方文化背景与审美原则，它
的工艺与漆艺息息相关，但从艺术理
念而言，它跟禅宗关系密切。 中国的
禅宗传播到日本后，在日本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日本出现了一种自己的审

美观，叫侘寂。 这种审美观是禅宗思
想在日本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侘寂审美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
对残缺的崇拜，这是日本文化中一种特
有的现象。 侘寂美学提倡人们对于破
碎的东西不去嫌弃它，而是用人所能
够达到的一种极致的温柔去对待它。
对于残缺的部分， 人并不是去掩盖
它，反而是通过贴金将残缺的部分突
出来， 古人认为黄金是最贵重的，用
黄金来修补残缺，正是基于物哀和侘
寂的美学观。 用最光明的物质来装点
残破和阴暗，进而达到视觉上或心理
上的一种平衡。 这跟修旧如旧、无痕
修复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羊城晚报记者： 从工艺审美来
看，金缮修复有什么特殊的魅力？

邓彬：我在传播金缮艺术时发现，
我的新浪微博一开始只有几百人关
注，到现在有 41 万人关注，在跟这些
网友的互动中，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
的现象。 金缮工艺在中国是从无到有
的，在这几年开始出现，继而形成了一
个热点。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人们
为什么会对这个小众的、 冷门的修复
工艺产生兴趣？ 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
当很多朋友看到金缮艺术时， 首先会
产生一种赞叹， 因为它打破了我们以
往对于修复的认知。 比方说我们小时
候物资匮乏， 家里的锅漏底会找人重
新做个底，把它补上去。 再比如说我们
古代中国传统的瓷器修复方式———锔
钉，也是在裂缝的两边打上锔子。 这些
所有的修复都是以恢复原来物件的使
用功能为目的，很少去考虑审美。

而金缮却颠覆了大家对修复的既
有认知。 大家觉得金缮修复完好的物
件，可能比没有破损时还要美，大家
会认为那是一种像凤凰涅槃般的美
感，所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金缮工艺的魅力， 还在于能治愈
心灵。 但当人们看到破损得一塌糊涂
的东西，能通过金缮修复后重回它原
来的样子，甚至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到
一个完美或接近完美的样子，人们觉
得这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叶国才： 金缮是要接受器物裂
痕、残缺等不完美之处，并借助大漆、
金粉等材料使它外形完整，同时对器
物进行艺术提炼，通过造型、工艺赋
予它全新的生命力。

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手段来演绎不

完美，这是金缮的本意。
金缮近年来在我国广泛流行起

来， 演绎成了具有中国美学底蕴的
“漆缮”。 金缮从工艺本身而言属于漆
艺，其工艺最主要的材料是大漆和黄
金。 大漆是一种古老的材质，其特质
很东方、很中国，具有很浓厚的本民
族艺术特性，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与
历史。 金缮修复适应修复范围广，国
际认知度高，越来越多的人被这项极
具魅力的技艺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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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有人认
为，金缮修复实现了从彰显器
物修复价值， 到重塑艺术审
美， 进而到自我修行的旅程。
作为国内著名的金缮修复师，
您是如何理解金缮所包括的
文化理念和哲学含义？

邓彬：金缮包含的文化
理念，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侘
寂审美。 一个破损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能够用审美的
眼光来对待、并从中发现审
美价值？

李欧纳·科仁这位美国
艺术家、建筑师曾写过一本
解读侘寂审美的书，能帮助
日本文化之外的人更好地
理解侘寂审美。他认为，“美
是可以从丑之中被引诱出
来的， 假以一定的脉络、观
点和环境， 美可以萌发，这
是一种诗意的转换时刻。 ”

在我理解中，金缮其实
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去
完成它审美的历程和实践。

每件东西的破损都是独
一无二的，就像我们每个人的
人生一样，它都是无常的。 金
缮给予我们一种启发，虽然外
在的困难我们无法预料或无
从把握，但我们在面对这些破
损或困境时，只要用最大的善
意去对待， 秉持耐心和善意，
就有可能会转危为安。

我曾在微博中写道：重
拾破碎而不失尊严，抚平伤
痛却有新欣喜，但愿生活中
的诸般不美好，皆可温柔以
待，或者亦能别开生面。

叶国才： 中国传统的造
物思想要求“器以载道”。 这
种思想突破了器物的物质意
义，上升到审美精神的层面。
具体而言， 金缮修复就是要
求金缮修复艺人通过修复技
艺， 是器物通过外在形态传
达出审美内涵， 体现出修复
材料与修复工艺、 修复美学
的和谐统一， 这即是古代哲
学“器以载道”的精神。

金缮工艺是传统文化中
实用艺术与装饰艺术完美结
合的典范， 我们也需提高个
人文化修养， 并用艺术语言
创新金缮修复的表现形式，
利用“大漆”这一古老材质与
当代人文发生一些碰撞。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来，
随着茶文化的普及盛行、古器
物收藏热的兴起，越来越多艺
术家研究金缮，国人对其兴趣
也大增。 在日本金缮深受侘寂
文化的影响，而在国内，您认为
金缮创作者们应如何回到中国
文化的语境下去寻求创作的源
泉？ 是否能建立一种与中国文

化匹配的审美思维？
邓彬：金缮工艺作为从

日本传播到中国的一种修
复工艺或者一种审美观念，
代表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
个新现象。 中日两国一衣带
水，历史上互相影响。 中国
很多的工艺、文化、思想被
传播到日本后， 得到了继
承、消化和重组。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漆的
大国， 更是最早使用漆的国
家， 日本现在虽是漆艺之国，
但日本的漆艺源头在中国。

明朝时期，日本漆艺在莳
绘也就是贴金工艺上做得非
常优秀，当时宣德皇帝曾经派
工匠去日本学习。 晚明时，文
震亨的《长物志》里面就记载，
当时江南的文人流行赏玩日
本的漆器，他们称之为倭漆。

故宫也收藏了很多日
本漆艺作品。 康熙时，因为
莳绘工艺在中国很受欢迎，
中国的工匠当时就模仿日
本莳绘，做识文描金，亦称
洋漆。 历史上中日两国的文
化交流，主要是中国向日本
的传入和输出，但是也有一
小部分是日本反哺中国。

金缮这两年在中国的流
行，其实可以看成是中日文
化交流上一个新现象。 就像
任何一个外来的文化，最终
一定会被本国所消化、吸收
再发扬。 如何在中国的语境
下重新看待金缮修复？ 这个
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这正
是摆在我以及很多做金缮
修复的人面前的一个课题。

我也相信，中国是一个
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消
化能力的国家，不必担心金
缮艺术作为一个外来工艺，
在中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或无法融入中国文化的语
境。 这一点我有信心。

首先，金缮的理念来源
于侘寂审美，侘寂的源头就
是中国的禅宗。 它自然也能
被禅宗的输出地———中国
本土的人所接受。

第二，金缮用到大量对
线条的处理，在对线条的处
理上，中国文化是有自己优
势的。 中国的书法、绘画都
是线条的艺术，中国人对线
条的实践、理解和表现都有
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

我本身是学画画的，我
对中国艺术中线条的理解，
也运用在我做金缮修复时
描金线条的表现上。 这就是
我目前从中国文化的视角
出发，对金缮修复的一些理
解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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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您认为金缮修复
的难点在哪里？ 有哪些特别的讲究？

邓彬：关于修复时的难点，它分
几个阶段。 我在一开始自学的时候，
它主要来自工艺上的一些难点。 我刚
做金缮时还很早，在国内找不到任何
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当时是将工艺拆
解为诸多个单元， 然后逐一去找资
料，找视频，寻找答案。

另外是不断去试错，比方说金缮
最佳的上金漆时间需要等待，窗口期
大概只有 15 分钟， 一开始没有经验
时，不知道这 15 分钟是出现在何时，
只能一点点等待。 后来，我查阅了古
代中国的《髹饰录》，里面记载了上金
的一个诀窍： 如何把握最佳的时间？
就是往漆面上哈一口气，当它能凝结
成雾状，然后过一会儿再消散，那么
这个时机就是最恰当的时机了。

到了后期， 如何让工艺越发精
湛，这可能是每个手艺人都会碰到的
问题。 但我相信只要一直在做，一直
在精进，实际上会一直进步。 这可能
是一生的功课，永无止境。

叶国才：我从本科毕业后到现在
一直从事漆艺创作。 在创作之余也喜
欢用金缮修复一些器物。

金缮，我认为它是纯粹而干净的。
器物以金修缮的过程充满活力与创造
力，也充满了专注与从容。 我在金缮修
复过程中也碰壁过， 面对一堆器物的
碎片， 从拼接到黏合、 修补再到打磨
……在此基础上怎样进行创新， 才能
重新赋予这件器物新的生命力？ 修复
前用心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绘制图
案和采用的技法材质， 要与器物高度
融合，图案不能喧宾夺主，纹样不宜太
繁琐，不能破坏器物原本的气韵精神。
哪怕是一条很小的裂痕， 都得琢磨很
久， 怎样才能让这条裂痕看上去更具
有艺术性； 就跟绘画和书法里的笔画
一样，在修复过程中，对线条的粗细、
质感、顿挫等方面都很有讲究。

羊城晚报记者：在您的金缮生涯
中 ，有没有哪一两件器物的修复令您
印象最深刻？

邓彬：我学习金缮七年，也过手
和修复了大量残破的东西，某些艺术

性特别好的作品，或是古代的高级瓷
器，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一件
廉价的物件，那是一个女孩寄给我的一
只普通的瓷碗，应该市售不过三四十块
钱，但她要花几十倍的价格来修复那个
缺口，我觉得不可思议。 修好以后才知
道，这只瓷碗纪念了她与母亲一起生活
的一段温馨而短暂的时光，故请我用金
缮修复，让自己不留遗憾。

虽然我曾修复过价值非常高昂的东
西， 但这只瓷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背后有人的故事， 它能够治愈人
心。 这就是金缮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

叶国才：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初次
修缮的首件作品，那是一个朋友收藏
多年的茶盏， 这个茶盏摔了一个缺
口。 拿到茶盏后构思了许久，从填补
到打磨，反复对照漆的颜色，努力让
拼接更完整，让缺口更贴合。 修补完
在设计纹样时，我将漆工艺的螺钿镶
嵌与描金相结合，碰撞出意想不到的
效果。 这件金缮作品，让我对金缮的
美学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修复后（邓彬金缮作品）

▲修复前

▲修复后（邓彬金缮作品）

▲修复前

尼泊尔国家美术馆馆藏作
品《释迦牟尼》 苏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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