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羊城晚报记者：温教授一直在研
究禅宗美学对设计的启示 ，除了本土
文化，挖掘禅宗美学对设计有什么特
别的意义？

温为才：从人的需求来讲，今天
的物质充裕、 并不意味着精神的充
实，工业设计产生之初，设计师考虑
更多的是批量化、功能化、成本的控
制等问题、当代设计则对精神层面要
有更多的考虑，也可以说当代设计正
在从物质层面走向非物质层面。

禅宗美学本质上是生命美学，其
对生命之美的关注及对生命的超越，
不仅可以提高修养、净化心灵，也蕴
含着大智慧，还可以回答人类的一些
终极问题。 当前中国在快速发展，在
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对禅宗美学进
行研究，挖掘其对设计的启示就显得
特别有意义。

禅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立的发展
演变历程， 并对整个中国的精神世
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在国际设
计界， 禅宗文化已经成为了日本文
化的代名词。 日本禅宗是日本武士
道、 日本神道教、 日本国民意识的
综合体， 中间夹杂了少许的禅宗。

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到上世纪的 60
年代末， 在日本政府强有力的支撑
下， 日本学者主要包括西田几多郎、
铃木大拙、久松真一、铃木俊隆等人，
完成了“禅宗”（Zen）的国际化输出。
日本禅宗实质上和禅宗没有很大关
系。在这种变异了的禅宗之下衍生了
日本所谓的“残缺美”、“物哀美”、

“枯寂美”等，这种美学思想值得我们
文化界警惕。

六祖慧能是中国禅宗开创者，六
祖慧能是岭南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人
物。中国禅宗提倡“生命超越”、“圆融
之美”、“不言之美”、“洒脱之美”、

“空无之美”，这些美学思想与日本变
异的禅宗有本质的差别。作为一名大
学教授，我有义务告诉设计界，我们
必须要回到中国禅宗的语境中来深
挖其美学思想。我们要用中国原创设
计来表达中国禅宗的美学思想，我们
应 该 告 诉 国 际 同 行 ：“Zen” 不 是
“Chan”。

羊城晚报记者： 在收藏市场上 ，
藏量稀少的日本老铁壶和现代名家
新制的铁壶一直热度不减 。 在国内 ，
结合传统工艺而制作的铁壶 ，如何传

承和发扬铁壶文化？
温为才：“铁壶源于日本”这一个

说法，在学术层面值得商榷，首先，铁
的铸造源于汉代，再则，铁壶在唐代
被称为“鍑”。《茶经》云：“鍑以生铁
为之，今人有业冶者所谓急铁。 其铁
以耕刀之趄炼而铸之。”三则，在宋徽
宗《文会图》、宋末元初赵孟頫的《斗
茶图》、南宋刘松年绘制的《撵茶图》
中，今人可以看到“瓶”的样式。“瓶”
是用于点茶的热水壶，“瓶” 有壶嘴，
有壶柄。 在《文会图》及《斗茶图》，我
们还可以看到“瓶” 置于火炉之中，

“瓶”是可以被加热的。从物件的样式
上来讲，日本的老铁壶与“瓶”非常相
像。因此日本铁壶是对唐代“鍑”及宋
代“瓶”一种改良，但若说铁壶源于日
本，则是一种不科学，不严谨的说法。
日本在江户时期铁壶被广泛使用，比
中国迟了好几百多年。

我认为，厘清大众对中国文化的
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正本清源，才能
更好地建立文化自信。 中国茶文化源
远流长，发于神农、兴于唐而盛于宋，
日本茶道也是源于宋代点茶。 而我们
设计的铁壶，正是对唐宋茶文化的回
归和巡礼。

宣纸， 古时因
产于安徽宣州地区
而得名， 其中以泾
县所出最著。 宣纸
因其易于保存 、经
久不脆、 不易褪色
等特点，享有“纸寿
千年”之誉，也因其
韧而能润、 光而不
滑、洁白稠密、搓折
无损、 润墨性强等
特性成为古今文人
墨客翰墨驰骋 、运
笔丹青的首选。 宣纸依据厚薄不同可分为单宣、夹宣
等，按加工方法可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按檀皮含
量多寡又可分为棉料、净皮、特净，选取适宜的宣纸
题字作画，方能使得其字其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
气势溢秀，跃然纸上。

素面纸张或经过染色、加料、砑光、洒金银粉，或刻
印五彩图案，变身为五彩缤纷、琳琅雅致的笺纸，被称
誉为纸中美玉。 尺幅较小者，用作书写信札称“信笺”，
用以题咏写诗称“诗笺”。

花笺历史悠久，风韵独特，是古今文人雅士书信
往来、唱和题诗的风雅之物。又称诗笺、彩笺、笺纸、尺
牍，是手札的载体，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称“八行笺”，
距今已有1580多年悠久历史。雕刻印刷精美的宣纸印
花笺，色泽古雅，含意深远。 宋代诗人咏笺“六七叶芦
秋雨里，两三个雁夕阳边”，令人思古之情油然而生。

到了清代，笺纸印刷达到鼎盛时期，除传统的花笺外，
不少文人雅士喜自制书斋馆名专用笺，值得收藏赏玩。

民国初期， 笺纸依然盛行， 时常聘书画名家绘
图，精工刻印，一时蔚为大观。

中国嘉德6月16日-19日的网上拍卖会“纸寿千
年———宣纸与花笺”专场甄选花笺、信封、宣纸、对联
纸、翰墨缘空册等纸杂类拍品，并扩展至毛笔等文房
用具，以及被称为“锦绣之冠”的宋锦等拍品，共计26
件，尽显文人雅致品位。

端木蕻良旧藏 图 / 广东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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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纸砚非玩物
儒风雅韵赏文房

整理 / 施沛霖受访嘉宾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 / 受访者提供

当代文房精品
诗意游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程智
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

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工艺美
术研究所研究员，法门寺博
物馆特聘研究员，广东省传
统漆艺工作站副站长，主持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程智漆
艺大师工作室。 其作品多次
获国家级、 省市级奖项，部
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东
美术馆等收藏

“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
音。 ”中国人的文房何止四宝，在文房器
物中， 值得收藏的也不光是那些具有历
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古玩。当传统工艺遇
上当代设计，也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当代文房精品。

当代设计师关注文房精品的设
计，并非偶然，越来越多艺术家、设计
师将目光投射到极具文化气息的文房
精品领域。 去年， 中国美术学院的中
国国际设计博物馆迎来开馆以来首位
华人设计师的作品大展———《无华·卢
志荣作品展》， 展出了华人设计师卢
志荣在建筑、室内、家具、器物、雕塑
五个领域的作品， 其中器物部分的
《文房新语》、《石上生花》、《银檀鸳
鸯》等作品，皆是文房雅器，其质朴无
华、 空灵诗意的设计语言， 令观者深
深感受到设计师“以诗为用、 用以为
诗” 的设计境界和器以载道的精神。
卢志荣认为：“中国的文化重在精神
内核，而非东方符号的作品。 ”他的作
品广受国际收藏家的青睐。

资深工业设计师、洛可可的创立人
贾伟，力求将中国文化、当下设计趋势
与商业价值融为一体，其文创作品也曾
多次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德国
ＩＦ 设计奖、美国工业设计协会 IDEA
等国际奖项。 当代设计师、“上下”品牌
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蒋琼耳，则着力

于挖掘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
通过现代美学的诠释，使它重新融入现
代人的日常生活，其作品“犀皮漆天地
盖盒”曾被大英博物馆永久收藏。

而在广东本土设计界， 也有设计
师执着于挖掘中国美学思想及精湛的
传统工艺， 打造具代表性的当代文房
精品。 一把充满五邑地区文化特色的

“碉楼生铁壶”，四年前获得了美国工
业设计协会 IDEA奖———这是五邑大
学教授温为才博士的作品， 他的另外
两项美国 IDEA奖获奖作品“轮回
壶”、“葵叶灯”，无一例外将侨乡文化
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

温为才认为， 五邑地区是一个在
文化上具有特殊性的地方， 他想用自
己的设计将传统的文化活态化， 比如
将五邑碉楼的文化形象通过生铁壶，
借助“茶道”文化，传播到千家万户。
而温为才的最新作品鮀壶， 则是联手
广东省漆艺大师程智， 运用了大漆与
生铁铸造两种传统技艺， 撷取潮州文
化中红头船和厝的形象， 将岭南先民

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与浓浓的乡愁意
象融于一壶，力求传递出禅宗“圆融”
的美学思想， 也诠释了海上丝绸之路
上岭南人民开拓、进取的精神。

在温为才的理解中，禅宗的“圆融”
是超越矛盾两元对立而呈现的一种自
由的心境。其中包括了“动静圆融”、“时
间圆融”、“空间圆融”等。“空间圆融”包
括了“大小圆融”———芥子纳须弥，比喻
巨细可以相容，万物间没有绝对的大小
关系；“空间重构”———将不同空间的事
物移置同一空间，以引起一种全新的审
美意象。 就像鮀壶的设计语言中，红头
船为“动”，厝为“静”，设计师将这二者
融合，达到了“圆融”之境。

工之成者称为“匠”，造物至美是为
“艺”。在实用之外、匠心之上，赋予器物
生命与美的艺术家们，在文房这个心灵
的栖息地， 有着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案头器物虽小，却呈万千气象———当代
文房精品，也注定与传统文化与中国美
学意蕴相伴共生，让现代人能以从容的
心境，感受文房之美、文化之魂。

温为才
1979年出生于赣州，北

京理工大学设计美学博士，
五邑大学工业设计教授。 设
计作品“新会葵艺”灯具获
得意大利米兰设计周优秀
设计证书，作品“共生”被意
大利Arte� Sella现代艺术中
心收藏， 设计作品获得4项
美国ＩＤＥＡ奖、2项德国红
点奖，著作《产品造型的源
点与突破》 被米兰世博会入
选中意设计文化成果

众多书画家以
拥有一方古砚为幸
事， 市场需求旺盛
致使古砚的拍价屡
创新高。 砚台由于
其性质坚固， 传百
世而不朽， 被历代
文 人 作 为 珍 玩 藏
品。 砚台的材料除
端石、 歙石、 洮河
石、 澄泥石、 红丝
石、砣矶石、菊花石
外，还有玉砚、玉杂
石砚、瓦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几十种。自唐代起，
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南部的洮砚
和河南洛阳的澄泥砚（属陶）被并称为“四大名砚”。

砚台收藏像其他文房收藏一样，除了看材质、工
艺、年代、品相、铭文外，是否为名家旧藏也相当重
要。 广东崇正拍卖的“红楼旧梦·端木蕻良旧藏”专场
已历三期，让世人发现端木蕻良作家身份以外，于收
藏中建立的另一番天地。

端木旧藏种类极为丰富， 本次雅集九期拍卖 6
月 27 日开拍，呈现近 60 件藏品，包括中国书画、古
籍、信札、瓷器、砚墨、紫砂壶、古玉、古钱等。 端木旧
藏中精致的文房小品和摆件颇值得赏玩， 包括了乾
隆官窑海屋添筹斗彩杯托、各式精致的案头赏瓶、砚
台、旧宣纸、紫砂壶、印盒、玉器摆件、古钱币等等。其
中砚台的款式最为多样，造型精致小巧，文气大方，
雕工别出心裁，不少还附有端木自题和赠友的铭款。

墨属于文房
四宝之一， 是古代
文人书画必用的消
耗品，极易损坏，存
世数量有限， 因此
古墨收藏难度较
大。 尤其是稀少的
明、清老墨，收藏价
值正连年升温。

实用墨注重
实用性，观赏墨则
注重形状、色彩和
装潢。好的观赏墨

集诗、书、画、印、雕刻、造型艺术和制墨工艺于一身，
价格昂贵。

“唐宋墨绝世，明代墨珍罕。 ”这是古墨收藏圈
子里一句老话。 历来书画艺术大师对墨锭的要求都
很高， 国画大师黄宾虹对墨更是达到近乎苛刻的地
步，因民国时期墨质不佳，不得不请其父亲开制墨坊
制墨。 而国画大师李可染也曾苦于佳墨难得，而用自
己的作品与人交换清早中期的残墨来使用。

本次北京保利古董珍玩“方合”第二部分文玩杂
项专场 6 月 19 日 -20 日开拍， 共汇集 37 件拍品，
有墨、印章、砚台、木雕、翡翠首饰等等，门类众多，包
罗万象。 喜爱古墨、印章之人不妨关注。

其中有名家定制，如 1931 年杜月笙贺寿“超顶
烟”填金墨“风高孟尝”一锭、徐世昌订制“退耕堂”双
龙嵌珠墨一锭，陈巨来刻溥心畬芙蓉石自用印、徐三
庚刻田黄何绍基自用印、钱瘦铁刻寿山石龟钮闲章、
汪兆铭寿山石狮钮印章， 亦有乾隆御铭仿宋德寿殿
犀纹歙砚。

明代高濂在其所著《遵生八笺》 中认为，
“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 笔精墨良成为历代
文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也成了现代人钟爱的
收藏品。 近期文房专场频频现身拍卖市场，无
论举拍入藏还是围观学习皆是赏心乐事。

艺藏风云

朵云轩花笺楹帖 图 / 中国嘉德

书斋雅玩，可用可藏
图/北京保利

墨韵万变 纸寿千年

闻香识墨 尽显风雅

文房小品 以小见大

文房，是沉思静悟、安顿心
灵的所在。 文房器物，亦与主人
气息相通，彼此关照，日久生情。
《名家话收藏》 连续数期对文房
收藏的报道，尝试唤起更多人对
文房雅器的关注与欣赏———

何为收藏级文创精品？

文
房
系
列

羊城晚报记者： 自古以来 ，文
房是文人们的精神家园 ，文房雅物
皆是主人品位的寄物。 当代的文创
精品也成了不少人收藏的对象 ，您
认为能成为收藏级的文创精品 ，必
备要素是什么？

温为才： 收藏级的文创精品，
我觉得要有三个要素。 其一， 产
品要有独特的文化
内涵， 这种内涵可
以打动用 户 的 内
心， 引起用户的共
鸣， 这是收藏级精
品最为重 要 的 要
素， 也是目前中国
文创设计特别需要
加强的部 分 。 其
二， 产品在工艺上
要有一定的壁垒，
工艺的壁垒可以防
止别人的抄袭， 形
成竞争优 势 。 其
三， 限量生产。 限
量产品才有稀缺性
及增值的空间。

程智： 我认为
收藏并不一定是经

济收入特别高的一群人的专属，普
通平民百姓也可以收藏。 收藏的作
品不一定是拍卖行拍卖的高价值
的物件，只要是一些对他们来说有意
义有价值的东西， 小到一个小摆件，
大到一套家具，都可以收藏。 当然，收
藏级的文创精品，应具有一定的文化
价值、审美价值、工艺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传统工艺与当代
设计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并成为一种
国际趋势，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为才：中国原创设计需要发
声，中国原创需要在国际上形成识
别性，中国原创设计需要形成自身
的竞争性———这些客观的诉求，加
速了中国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
结合。

这次和漆艺大师程智合作的
海上丝绸之路生铁壶，就是我们的
一次大胆的探索。 一方面，大漆可
以赋予当今设计更深文化价值；另
一方面，利用设计这一载体可以更
好地保护、传承、发扬大漆文化。 作
为典型的跨界研究，具有极强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

程智：目前传统工艺和现代设
计结合是一种共识、 一种潮流 、
一个必然的趋势。 以前提到传统
工艺 ， 就是我们老一辈人的事 ，
但这些年我在学校工作， 发现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传统工艺 ，
他们也特别喜欢一些传统工艺和
现代设计结合的作品， 这一点尤
其令人欣慰。

漆艺过去普遍用在一些手工
摆件及装饰品中，产品的实用性不
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漆的传
承。 对于中国传统的手工艺来说，

“日用才是道”，我认为可以让大漆
以一种更为亲近的方式，让大众接
触到中国传统的漆艺。

羊城晚报记者：您如何看本土
文化在当代文创产品设计中担任
的角色？ 对本土文化的持续挖掘有
什么意义？

温为才：本土文化可以为当代
设计提供非常丰富的设计源头，但
是对本土文化挖掘时我们不仅要
注意其工艺特征及形式特征的研
究， 更要注意对其背后的美学价
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挖掘，这
样才可以将本土文化创意产品或
者地域性文创产品推到更广的受
众接受层面。

比如鮀壶的设计源头是潮汕
的“红头船” 与“厝”， 但“红头
船” 不是我们的设计终点， 我们
只是用“红头船” 这一载体表达
了潮汕人敢闯敢拼、 求进思变的
精神。 “厝” 为潮汕地区最为典
型的墙头， 我们用“厝” 表达出
了中国人的乡愁意象。 这种设计
手法把潮汕文化、 岭南文化推到
了一个更广的空间。

程智： 我们要懂得自己的历
史， 历史有故事性、 延续性， 在
创作中我们要善于找到文化可以
塑造的点。 我觉得在鮀壶的设计
中 ， 便找到了茶文化 、 潮汕文
化和岭南文化的塑造点 ， 这个
设计也很好地诠释了海上丝绸
之路的精神 。 潮汕文化 、 岭南
文化完全可以用国际化 的设计
语言去诠释。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您在设计和
制作铁壶作品以及与漆艺等其他传
统工艺作跨界合作时 ，遇到什么工艺
难点和设计瓶颈？ 如何克服？

温为才：在设计铁壶方面，如何
赋予传统生铁壶时尚化的造型是我
们思考的重点。 设计出具有中国视
觉识别性的铁壶是我一直的追求。

我们设计制作的铁壶是壶口 、
壶身、 壶柄一体铸造成形的， 成品
成形后， 纯手工打磨。 我们杜绝了
一切的焊接， 因为焊接难免会产生
重金属。 另外为提高铁壶使用的舒
适性， 铁壶的厚度在 1.5 毫米 -1.8
毫米之间， 我们挑战了铸造的极限。
在产品的模具设计及产品的流道设
计上，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电脑模拟，
与非常优秀的铸造工程师合作， 克
服了大量的技术难关。 一个好的铁
壶， 往往需要高端的计算机模拟技
术， 最好的模具设计师、 生铁材料
工程师、 生铁材料铸造工程师以及
大漆工艺大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铸一把好壶虽身累、心累，但也
充满了期待和喜悦，因为我们在一起
探索中国文创产品的创新之路，让这
个传统非遗文化“活”了起来。

羊城晚报记者： 在我们的印象
中 ，大漆一般用在木胎上 ，它与金属
胎的结合有什么历史渊源？漆艺与其
他工艺作跨界合作时 ，最大的困难是
什么？

程智：2000 年前我们
的老祖宗就已经把漆艺用
在青铜器上， 在唐代铜镜
上也多见大漆工艺。 1972
年在广东肇庆出土的“朱
漆填色” 的错银鸟纹青铜
罍，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
于广东博物馆， 它表明了
在战国晚期广东本土已出
现髹漆类铜器。 从广西出
土的西汉时期的提梁漆绘
筒和漆绘铜盆， 也表明早
在 2000 年前越人已将漆
艺与金属胎结合。

而今天的漆艺界， 大
漆一般用在木胎上 ， 很
少用在金属胎上。 这次
我和温教授合作的鮀生
铁壶 ， 运用了大漆与生
铁铸造两种技艺 ， 这次
我 们 也 向 老 祖 宗 学 习 ，
在金属胎上髹漆 ， 生漆
髹涂的铁壶表面， 温润
如玉 ， 产品的视觉效果
及触觉感是普通食品接触漆无法比
拟的。 在我看来， 铁壶和中国传统
漆艺的结合也将是未来铁壶收藏的
方向之一。

至于工艺难点，在于铁壶煮水时
的表面温度会达到 200 摄氏度以上，
因此要解决大漆的附着力及长时间
耐高温等问题。 为解决这个工艺问
题，我曾花了多年时间，尝试了不同

的工艺，反复各种试样，掌控对比各
类实验数据。 生铁表面髹漆太厚及太
薄都不行，完成一个髹漆铁壶需前后
多道工序，需时超过一个月，产品成
本非常高。

虽然社会上对传统漆艺的认知
度并不太高，还没有达到我们原创者
的理想期望值，但是我们不后悔为传
统工艺传承所做的这些探索。

壹

本土文化是丰富的设计源头贰

用原创设计表达中国美学思想叁

当生铁铸造遇上大漆，让非遗文化活化肆

充满五邑文化特色的碉楼生铁壶

将生铁铸造与大漆传统工艺相结合的鮀壶

卢志荣设计的“端溪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