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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绰先生书画文献展近
日在广东精诚所至拍卖公司展
厅举行。

叶恭绰（1881～1968），字
裕甫，又字誉虎、玉父，号遐
翁、遐庵。广东番禺县人，祖
籍浙江余姚，其六世祖叶谦亨
（枫溪公）于乾隆末年游幕粤
中，遂落籍广东番禺。祖父叶
衍兰，字南雪，以金石、书画、
文艺名世，父佩玱，字仲鸾，诗
文、篆、隶靡不精究。

叶恭绰是出色的词人、书
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
他家学渊源，深受熏陶。少年
时便关心时务，醉心新学，有
经世之志，于中外史地方面，
用功尤勤。至于诗词、文章，

不堕家声。
中年后，曾与词家朱祖谋、

黄公渚、夏剑丞、冒广生等共
结“词社”，与龙榆生创办《词学
季刊》。他遗留的著作，有《遐
庵词》《遐庵汇稿》《遐庵诗稿》
《矩园馀墨》《历代藏经考略》
《梁代陵墓考》《交通救国论》
《叶恭绰书画选集》等。另编
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
等。并辑有《广箧中词》《全清
词钞》。

叶恭绰先生除早年致力
于交通事业外，生平于艺术、
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
通。毕生搜藏历代文物，品
类丰富，为保存国粹不遗余
力。他将传世剧迹——晋王

献之《鸭头丸帖》捐给上海博
物馆，将所藏化私为公，为一
时壮举。

叶恭绰又为近代书法大家，
用笔运腕，独有心得。精楷、行、
草体，小字有大字气势，尤擅大
字榜书，融碑入帖，雄健豪放，风
姿绰约，面目独具。画则文人渊
薮，尤喜竹石，得元人神韵，直抒
胸臆。

叶恭绰先生一生经历清末、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
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跌宕起伏。
他曾任清朝邮传部承政厅长兼
代理铁路局长、北洋政府交通总
长、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的财
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
长。他曾创办交通大学、掌管交

通银行。1927年叶恭绰出任北
京大学国学馆馆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中国画院
首任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
长、代馆长。

这次展览，主办方向藏家
征集到珍贵罕见的与叶恭绰先
生相关的书画、文献一批，内
有叶恭绰本人照片、书信、诗
稿、手稿、批注、题签、题跋、勋
章、端砚、名墨、民国时期出版
的叶恭绰著作等等；又有叶恭
绰本人不同时期的书画一批；
张大千与叶恭绰合作的扇面三
张；叶恭绰上款的书画（沈尹
默、张元济、谢玉岑作）多件；还
有叶衍兰、叶佩玱、叶公超等亲

属书画数件及叶衍兰篆书木额
匾一件。还有叶恭绰后人提供
的叶恭绰自用印章、画作数
张。展品合计有八十多件，丰
富多彩。

今年，是叶恭绰先生诞辰

一百四十周年。据主办方介
绍，这批琳琅满目的藏品呈现
于观众面前，旨在缅怀叶恭绰
先生肝胆照人、博学儒雅的一
生，并以其为榜样，唤起后学
的爱国、爱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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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羊城晚报记者：您是如何通
过创作，将数千年的大漆艺术融
入现代生活？

洪乙栋：近年，我通过两个系
列的作品：柴烧大漆茶器及日用
大漆漆器，不断探索将大漆艺术
融入现代生活。

在中国传统的漆器历史上是
有陶胎漆器的，但柴烧大漆茶器
这个系列，我定义为大漆与柴烧
陶瓷的跨界结合。

大漆髤饰工艺是完全依照柴
烧的落灰进行创作的，与柴烧本
身的特点一样：每件器物都是独
一无二的，但经过大漆髤饰后的
茶器，其视觉艺术效果又能够完
全跳脱出原本的柴烧效果，气质
尤为独特。

对柴烧陶瓷有一定认识的玩
家会了解到，柴烧陶瓷每窑的成
品率都比较低，能达到 50%的成
品率已是不错了，我们在制作蛋
壳漆及螺钿镶嵌工艺、犀皮漆髤
饰技法等大漆工艺时，须从更多
窑出品的柴烧陶瓷中，严格挑选
其落灰及釉面能够制作以上工艺
的柴烧胎体。成品的稀缺与难以
复制的特点，令这一系列更多面
向的是高端个人藏家。

而在日用漆器系列中，我们
专注于研发纸胎大漆漆器。纸
胎胎体所呈现的极简的直线条
造型，与传统漆器常用的木、竹
等胎体所呈现的圆弧形有着极
大区别。

除了胎体器型制作与传统漆
器不同以外，在色彩运用中，传统
漆器艺术大多以黑、红等暗沉色
调为主，为适应现代明亮的家居
环境，我们所制作的无论是柴烧
茶器还是日用漆器，色调都会从
每年的家居流行色中汲取灵感，
大多以灰调的莫兰迪色系为主，

力求让数千年的大漆艺术变得更
加时尚和当代化。

羊城晚报记者：漆 器 制 作
中，木胎、竹胎等胎体较为多见，
以纸为胎制作漆器，其工艺特点
是什么？

洪乙栋：由于造纸术在中国
的应用，纸胎漆器在中国数千年
漆器历史中早已存在，但过去的
纸胎漆器在工艺上更多是类同于
脱胎夹纻技法，且受限于造纸技
术的发展，纸胎漆器一直多以小
件物品呈现，并没有如木、竹、夹
纻等能够制作大件漆器的胎体那
样，大量流传于世并影响深远。

而现代纸胎漆器的开发制
作，是完全基于现代造纸技术进
步与丰富，并运用 AI、激光切割
等技术来进行胎体的设计及切割
制作，大大节约了胎体的设计制
作成本，缩短了制作时间。

以纸制胎，经过数层裱布、刮
灰、髤漆，纸被完全包裹在里面，
其角色仅充当塑形作用，制成后
的纸胎漆器与常见的木胎、竹胎
等漆器在使用上及耐用性能上没
有区别，但折纸造型所呈现的直
线条，却恰恰是木胎、竹胎等传统
胎体在工艺制作上以同样成本所
难以达到的。相比于传统胎体的
漆器，折纸造型的直线条纸胎漆
器也显得更为现代时尚。

羊城晚报记者：如何实现在
传统漆艺文化审美中，引入现代
主义的新思考？传统漆艺与当代
美学的结合点在哪里？

洪乙栋：一方面，我们依然遵
循传统漆艺技法来创作，如宋代最
有代表性的素髤工艺、从东吴时期
就已出现的犀皮漆工艺、有着数千
年历史的镶嵌工艺等。另一方面，
我们也尝试使用一些现代素材，如
锡、铁、金、银等金属材料与大漆结

合，让色彩及肌理变化更丰富，让
髤饰技艺的艺术效果在手工制作
中更高效、更节约时间。

除此以外，区别于传统漆器
色彩暗沉的特点，柔和的莫兰迪
色系的使用、极简的直线条器型
设计，也是我们在传统漆艺中探
索现代漆器如何融入现代人居环
境的新思考。

当代美学，是符合现代人居
环境及审美的美学，我们延续传
统漆艺的髤饰技艺及制作手法，
但在色彩、器型设计上，令漆器更
符合现代家居生活的使用场景和
审美习惯，这便是我所认为的传
统漆艺与当代美学的结合点。

羊城晚报记者：在您看来，漆
器有何独特的性格？

黄洁贤：漆器具有独一无二
的个性，简而言之就是：漆是漆，
器是器。大漆作为一种基础材
料，有着其他材料无可比拟的众
多优点，大漆是液体，是涂料，也
是胶水，不能单独成器，它必须附
着在其他器物上才能成为“漆
器”。所以在漆器盛行的秦汉时
期，漆器并不称为“漆器”，而称
为“木器漆者”。大漆几乎可以与
所有的矿物质与有机物兼容，却
不失自己的特性。它附着在他物
上，使他物“化腐朽为神奇”，却
不会因此而埋没自我，相反，在成
就了对方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大漆的这种性格，恰恰遵循了宇
宙中万物互生互益的“天道”。

羊城晚报记者：在您看来漆
器不止是艺术品，而应该融入现
代人的日常生活，您是如何理解

“漆器生活化”？
黄洁贤：漆器从诞生那一刻

开始就是为人们生活所用。这是
漆器的发端与初心。几千年来，
漆器种类繁多，而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无一不涉漆器。而作为
艺术品的漆画，仅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从美术学院中出现，历史尚
不足一百年。

大漆技法有四百多种，与年
轻的、仅供欣赏的漆画相比，漆器
是更能全面传承所有大漆技艺的
有效载体。

我所理解的“漆器生活化”，首
先是漆器一定要在生活中常用，不
能成为摆设。其次，“漆器生活化”
并非简单地复活古物旧器，我们没
有必要也无法把过去我们祖先使
用的各种漆器照搬到现代。

实现“漆器生
活化”有几个关
键点：材料、工艺
技法、器物和表
面装饰。

就材料而言，
把大漆涂在器物
上，这件器物才
能称为漆器。因
此，生活中的漆
器必须以真正的
大漆制作而成，
并非用“仿大漆”
或“化学油漆”制

作。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所谓
“漆器”根本就没有大漆的成分。

在工艺技法方面，在几千年
的历史发展中，古人对大漆这种
材料的习性已熟知无遗，在此基
础上发展出来的工艺技法，最能
适应及反映出大漆的特点。因此
在中华漆艺的传承中，工艺技法
必须得到完整地继承与发扬。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现代生
活中很多古代的器物或消失、或
改变、或有更好的替代品出现。
漆器属高端器物，生活中不可能
每款器物皆漆器，在创作中我们
必须有所取舍。以我制作的漆器
为例，以茶杯、咖啡杯、花器等居
多，都是生活中最常用到的。

就材质而言，我偏好制作木
胎漆器，木胎不易碎，且大漆能渗
到木纤维中，与木胎浑然一体，天
然又有亲和力。

很多漆艺家会追求器物独特
的形状，从而体现艺术性，而我有
不同的思考。我认为，日用漆器
首先要实用、好用，其次才是好
看。因此我选用的器物形状首要
考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
景。比如杯子，必须容量合适、手
感舒服、拿得稳，入口舒适，便于
清洗。

而在表面装饰方面，相对于
刻意复古，我认为漆器创作应更
重视现代家居审美、符合现代人
的生活美学。

羊城晚报记者：目前手工漆器
大多是以个人工作室或作坊形式
生产，漫长的生产过程、昂贵的大
漆成本和有限的生产数量，使手工
漆器的价格难以下降，您认为漆器
应如何让更多人认识与使用？

黄洁贤：虽然漆器有价，但它
并没有超出了现代人的实际消费
能力。漆器要进入现代人的日常
生活，我认为难点在于，不少人把

“大漆”与“化学油漆”混为一谈，
对“大漆”和“中国漆器”的认识
太少。而业界为了迎合消费者贪
图便宜的心理，以假乱真，以次充
好的现象频生，这又进一步加深
了消费者的“天然误解”。

我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向公
众传播正确的中国漆艺知识，更
希望业界自律，制作真正的、优质
的漆器。中国人素来热爱传统文
化，相信漆器的价值会渐渐为更
多人所认知，令古老的漆艺得到
更好的传承。

羊城晚报记者：漆器是否应
往精品化和大众化两个方向发
展，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使用需求？

黄洁贤：漆器在“精品化”和
“大众化”两个层次上的发展，可
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日本把漆器分为“漆器”和“涂
物”两大类。制作精良、装饰繁复

精美，兼具很强实用性和艺术性的
大漆制品称为“漆器”，价格堪比奢
侈品。仅仅涂了几层大漆，达到日
常使用的防水防腐、耐酸碱等基本
功能需求的大漆制品，称为“涂
物”。“涂物”的工艺技法简单，价格
较低廉，更易为大众所接受。

我们也可以参考这样的细致
区分。对于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重
的精美漆器，侧重在漆艺家的个
人工作室以“艺术作品”的方式进
行创作，以满足高端消费者、收藏
家对独有、限量、可鉴赏把玩的漆
器的需求；对于偏重实用性的“涂
物”，则可在漆器工厂中以“产
品”的方式制作，满足批量和实惠
的大众日常使用需求。

羊城晚报记者：怎么样的漆
器才值得收藏和购入？购入漆器
应避免哪些陷阱？

黄洁贤：漆器的“老物”和“新
物”是两大不同的收藏路向，优劣
评价和价值判断分属两个不同的
标准体系。

目前漆器仍未成为大众日用
器物，因此对于新漆器来说，我认
为，使用真正的大漆、沿用古老技
法制作的、制作精良、品相精美、
富有作者个人风格的漆器就值得
收藏。实用性与艺术性并重的漆
器也值得推荐。

至于购入漆器时如何避免陷
阱？只能说眼界决定判断力，要
多听、多看、多上手。比如，干透
的漆膜虽然坚硬却有弹性，漆层
达到一定数量后，漆器的手感虽
如塑料般光滑，却有独特的温润
感。大漆的气味与塑料的气味也
截然不同，大漆的酸香味是特有
的，在新完成的漆器上会留存数
月，嗅觉敏感的人甚至在完成达
两年的漆器上仍能嗅到大漆的气
味。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新漆
器，不知道什么是大漆的酸香味
的话，就增加了辨别的难度。

在购入漆器时还要避免价格
陷阱，不应存有“捡漏”心态。比
菲一件剔红漆器，需历时两年左
右才能完成，价格自然不菲。市
面上那些几百元价位的“剔红”，
其实是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塑料
制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
面上很多漆器是用腰果漆制作
的。腰果漆是一种以腰果树的果
实为基材生产的合成漆，没有大
漆的成分和优点，成本却不到大
漆的十分之一。腰果漆制作的成
品，与大漆制作的漆器有一定相
似度，但颜色比较明快、轻飘。而
大漆的所有颜色都带着棕褐的底
色，色彩更沉稳、厚重、端雅。相
信漆器爱好者们经过不断的摸索
和实践，一定能领略到漆器独特
的美。

“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
与追求，讲究通过形态语言，传达
出一定的趣味和境界，体现出审
美的愉悦。

那么漆器所承载的精神是什
么？在科班出身的漆艺创作者洪
乙栋看来，漆器的制作数千年来
都属手工艺术范畴，与中华文化
中的其他手工艺一样，承载着历
朝历代的文化审美及信仰，也承
载着人文智慧与手工温度。大漆
作为自然的馈赠，触感温润，相对
其他手工艺品更接近人体的温
度；更有趣的是，漆器历经时间沉

淀、人们的摩挲使用，其色彩、温
润程度也会随之呈现变化，这便
是漆器的特点之一。

“说到漆器所承载的精神，我
认为它更多代表着一种追求极
致、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无惧于
时间洗礼的器物美学。”

洪乙栋希望将自己在漆画、
漆立体作品等纯艺术创作过程中
涌现的新灵感、新技法，运用到柴
烧大漆茶器、日用纸胎漆器系列
中。“纯艺术性的探索是我进行漆
艺生活化的创作初衷。”他所进
行的现代纸胎漆器的研究，目前
在国内还属罕见。

漆器生活化：

漆艺，穿越了七千多年而来。当你目睹大漆的深邃，触
摸到大漆的温润时，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传统工艺那难以言
传的美感。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使用漆的国家。
从河姆渡时期的漆木碗，到秦汉时期的大漆礼器、食器，再到
唐宋元明清日渐繁荣、异彩纷呈的漆器世界，漆器从诞生之
初便承载了日常生活所需。以漆为媒，以漆作器，是大漆
自古存在的形式和意义。

时光流转，如今的大漆，更多的是被漆画家们以“漆
画”的形式带入大众视野。大漆与绘画的结合固然富
艺术之美，但案头摆放几件气韵独特的漆器，既可欣
赏又能使用，更为生活增添了无限意趣。近年，
国内陆续有漆艺师投身于漆器的创新与制作上，
令漆艺回归到“生活化”的本来面目。在他们
心目中，漆器要符合当代审美，也应满足日
常使用要求，它们既是可收藏的美物，

也是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实用

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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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漆与一场大漆与生活器物生活器物
的的美好美好重遇重遇

200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壁画系，主攻漆艺专业方向，2015
年创立乙桼漆艺工作室，从事漆画
艺术创作以外，开启了大漆创新工
艺研发，设计具东方美学的大漆手
工艺日用家居品。曾多次在北京、
上海、香港、广州、伦敦、新加坡等
地举办个人艺术展及漆艺作品展

洪乙栋 【受访嘉宾】

独立漆艺人，以“艺
术融入日常”为创作理
念，运用大漆工艺创作现
代美学漆器。曾在关山
月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
展，多次参加专业漆艺
展，作品曾获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创意设计大
赛优秀奖

黄洁贤 【受访嘉宾】

在广州西关的荔枝湾背后，藏着一处有900多年历史的
静谧古村——泮塘五约，这里是广州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聚落
形态的古村之一。石板路、木趟笼、青砖屋、葱郁老树……巷
子深处还藏着许多艺术小店、匠人工作室，令人有一种时空交
错之感。

在广州土生土长的独立漆艺人黄洁贤，去年便将个人工
作室“洁贤桼囍”迁入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泮塘五约传统文化
街区，并向公众开放，让大众零距离了解漆器制作的繁复过
程，感受漆器的魅力。在她看来，“漆器生活化”，关键是让漆
器成为精致美好的日用器物，而不仅是艺术品或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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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胎漆器系列
（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

▲柴烧大漆茶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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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花城”系列漆器茶杯

“知音”花器

创作于新冠疫情期间的“相依·坚定”系列漆器
（以上图片由黄洁贤提供）

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贰 法古而意新
让漆器艺术重回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