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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一片生机盎然。
或许睡得晚些，坐车时竟过了
站。虽是这样，但也有收获。只
见进入一片临海的花丛，缤纷绚
丽，花香袭人，停留片刻，心也随
之荡漾。

对时间总有种吝啬，不肯虚
度。心境豁然，想要自由，却总
未兑现。有享受孤独的执着，有
沾染烟火气的勇气，有逆流而上
的决心，唯独没有闲下来的快
乐。或许此时，也是一种上天赐
予的机缘吧。毕竟距离去处不
远，徒步可达，时间也还允许。

置身花之海洋，才发现，这
里临近一片别墅区。两旁树木
郁郁葱葱，粉色的樱花，幽香艳
丽，微风拂过，仿如撒向新人的
花瓣，跳着蝴蝶般的樱之舞。暗
色的红叶石楠，远观如火，艳红
的叶子也成片舒展，十分惬意。

漫步片刻，又看到如玉般的白
玉兰，花枝招展，香气怡人。只看
几眼，就仿佛水洗过一般，心如明
镜。路经一处花丛，有一片光秃秃

的枝干，虽看似毫无生机，但成片
相连，竟有稻田收获般的感觉。

这时，明媚的阳光被几片云
朵遮住，从云端缝隙中射来一道
强光。恰巧，照射在一片紫色的
美女樱上，煞是好看。不禁抬头
远眺，只见周围在斜射光影下，
一阴一晴，正如路两旁白如雪、
粉如黛的樱花，精致、美好，似乎
象征美好的等待。

每日忙碌，明知“慢”才能享受
生活，却仍然走回原来的路。倘若
无这样的巧合，倘若不是时间赶得
及，也许就没有此时赏花的缘分。

不知觉，走出别墅区，进入
城市街道，虽然绚丽的花朵依
旧，但是却多了“时尚气”。映入
眼帘的，是时尚的写字楼，一个
喷水池旁边有一堵仿佛九龙壁
的墙壁，清凉的水从龙嘴倾泻而
出，水汽扑面而来，沾在面颊上，
微微凉爽……

一路看花，一路净心，似乎
所看的每一朵花，都是生活蜕变
的希望。

女儿从我早年住过的旧居，
寄来一些遗忘在那儿的早年国
内外友朋寄给我的书信。我是

“封院”快三年“不出不进”的
“养老院院士”，不缺的是时间。
把书信再翻看一遍，寄回给女
儿，嘱转“火神爷”可也。

其中有 3 封信是中韩建交
那年，我应邀访韩，在韩两个月
中结识的汉阳大学校人文大学
中文系教授崔溶澈博士的来
信。《九云记》这部失而复得的孤
本中国古小说，得以重归故国并
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应该说
多得崔溶澈教授的一臂之力。

《九云记》创作于清代嘉庆年
间，作者不知何许人也，此前只有
一部传抄孤本，珍藏在韩国岭南
大学校中央图书馆“汶波文库”，
在中国则早已失传！后来正是与
我有交往的两位韩国教授，对这
部小说的重见于故国多有贡献。

这两位教授，一位便是崔溶
澈老弟，他向中国传递了相关消
息，提供了《九云记》的复印本；
另一位是高丽大学校人文大学
国文系名誉教授丁奎福博士，他
考证了《九云记》是中国小说，并
强调了“这是韩中比较文学史上
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

我的《访韩纪事》一书中，有
《积虚书舍小聚》一文，写在丁奎
福兄办公室“积虚书舍”的一次
快乐小聚。书中的《清风五百
间》一文，写到崔溶澈老弟和他
们的中国小说研究会。

丁奎福兄来广州找过我。
在韩国，他是研究李氏朝鲜小说
《九云梦》的权威。他的研究室
“积虚书舍”匾牌的4个字，下面
就有特别注明：“集《九云梦》
字”。“积虚”大概出于他挂在

“积虚书舍”墙上大书法家于右
任赠他的对联：“心积和平气，手
成天地功。”

他研究过《九云记》《九云
梦》的各种版本，也研究过其英
文、日文译本，有大量相关著作
陆续发表，多收在韩国研究院出
版的《韩国古小说史研究》一书，
这部书奎福教授兄也有签赠给
我。他的研究论证了《九云记》
是在《九云楼》的基础上改写而

成，《九云记》姓“中”，《九云梦》
姓“朝”。

丁奎福兄是韩国一位德高望
重的老教授，曾留学中国台湾，现
任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在高丽
大学校任教30年以上的教授，退
休后被聘为“名誉教授”，可一次
过领取若干千万元的退休金后，
仍然可以终生逐月领取可观的

“年金”，还逐年增加。
崔溶澈老弟和我见面时大

约40岁，他在信中称我“老师”，
不敢当，韩国学人很客气。他也
曾留学中国台湾，讲得一口漂亮
的中国普通话。他当时是韩国
中国学会总干事，韩国中国小说
研究会会长，办了一份《中国小
说研究》杂志，他是负责人。

他任教的汉阳大学校，在
京畿道安山市，离首都首尔百
多公里，他常是下了课驾车赶
到首尔我的住处，匆匆吃过饭，
不是去主持有许多会员参加的
学会活动，就是几个人挤在一
间小屋子里编辑《中国小说研
究》杂志，多半一干就干到下半
夜两点钟。

中国知道《九云记》的存在，
始于1992年，在扬州举行“国际
《红楼梦》研讨会”。崔溶澈教授
与会，提交的论文是《〈九云记〉
的作者及与〈红楼梦〉的关系》，
其中谈到了《九云记》种种，这引
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

后来崔溶澈教授提供了《九
云记》的复印本给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该所刘世德教
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长
篇论文《论〈九云记〉》。

此后才有了《九云记》书稿，
由江琪标点整理，交江苏古籍出
版社印行。

可见，学问事，交流诚可
贵！《九云记》在中国的失而复
得，正是交流之赐！

奎福兄小个子，老当益壮。
他经广州时邀我再访韩国，还说
要亲自陪我各处走走。

溶澈老弟在一封信中谈到他
一段时间以来眼睛不好。我看他
实在是太过忙碌，教学，科研，写
作，翻译，两会会务，办刊物，等等。

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的两位韩国朋友

《九云记》在中国的失而复得，
正是交流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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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粤韵匠心”——第八
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推荐
人选作品联展在广东省工艺美
术珍品馆举办。参与此次联展
的，分别是伍炳亮、吴渭阳、黄伟
雄、李中庆、张瑞端、叶福欢、金
子松、谭广辉、马志东、霍家荣、
莫伟坤、范安琪、王国清等13位
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
推荐人选。

“这13位大师基本代表了广
东目前阶段工艺美术创作的最
高水平，是我们根据综合素质和
技艺水平两方面综合评估评选
出来的。”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孔昭明介
绍，本次评审活动旨在吸聚培养
更多造诣深厚、影响广泛的文艺
名家、领军人才，培养扶持更多
传承弘扬岭南文化、长期扎根基

层的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师。
在活动现场，广东省工艺美

术有限公司与潮州市工艺美术
研究院就共建博士工作站达成
协议并签约，孔昭明为博士工作
站合作导师颁发聘书。孔昭明
表示：“把博士工作站放在广东
工美艺博中心，是想从金字塔尖
带动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群体
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

博士工作站合作导师分别
为：中山大学教授刘恒，暨南大
学教授邱新，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吴堉琳，广东省美术学院教授吴
卫光，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刘
颖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博士揭
英丽，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花红林博士，以
及工艺美术界专家、学者陈羿
州、李翊菲、钟国新等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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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美老中青梯队集体亮相：

“粤韵匠心”系列活动
在广东工美艺博中心举行

近年来，随着“元宇宙”等概
念的盛行，以“NFT（非同质化代
币）”为代表的数字收藏愈发引
人注目。张莽进行了“打造工美
产业数字营销服务平台”为主题
的分享，他认为在“国潮”风行以
及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我们
应该思考如何将传统的工艺美
术与大时代环境相结合，在拥抱
新时代营销的多元化品牌内容
的同时，寻找到工艺美术市场新
的突破口。

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计划与广州舜禾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成立广东工美数字文
化有限公司，用该平台服务工
艺美术大师及其作品，依托大
师的权威性和稀缺性，最终促
进文化传播和工艺美术行业的

整体发展。
围绕创新传播平台，张莽

设想了九大业务板块，包括工
美文化传播、MCN（经纪人）业
务、电商直播运营（自 营）、电
商直播代运营、自有品牌开发、
多平台营销业务、拍卖业务、线
上会展业务、行业培训业务等
九个方面。以“MCN（经纪人）
业务”为例，张莽希望未来能以
工艺美术大师为载体，对优秀
的作品创造内容和产品生产内
容，包括大师的生活进行记录
和传播。

张莽说道，数字赋能涵盖跨
界赋能、运营赋能、传播赋能、技
术赋能等七个方面。以技术赋能
为例，在“元宇宙”及“NFT”概念
火爆的当下，NFT技术已为旅游

景区、非遗项目、地方文创等板块
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现下可以
依托工美产业自身优势，以文化
保护为切入口，紧抓数字藏品，建
立平台进入赛道。“工美与数字藏
品的结合应该分阶段看待，虽然
NFT 还处于刚刚兴起没有达到
成熟的阶段，但它是一个能够实
现快速落地的商业模式，我们可
以先跟上，行为上的突破也许会
带来思维上的突破，我认为这是
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民辉也
参与研讨，他表示：“第八届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对 13位广东
省推荐人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机遇，不管以后大家在行业中处
于怎样的位置，都要坚持练好自
身技艺，保持出类拔萃的状态。”

在“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下工
艺美术守正创新的新思索”研讨
会上，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吴卫光和广州舜禾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莽依次发
言，两位主讲嘉宾分别从工艺美
术人才培养和数字化平台构建
角度进行研讨交流，引发热议。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张 民
辉、杨锐华、翟惠玲、王芝文、梁
金凌，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广东省 13 位推荐人选，广东
省工艺美术博士工作站合作导
师，入驻广东工美双创中心的
工艺美术大师、高校专家学者
共数十人参加此次研讨会。研
讨会从现场展览到行业发展，
对工艺美术行业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发展进行纵深讨论。

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
设，岭南传统文化工艺传承发
展，都离不开人才的培育。在
吴卫光教授看来，广东工艺美
术产业规模与广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人数极不相称。数据显
示，从 1979 年第一届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评选至 2018 年，全国
共有 533 人入选，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是我国
工艺美术大师的主要聚集地，
五省市第 1-7 届共拥有工艺美

术大师 269 人，其中广东省 43
人，占比 8.08%，比其他四个省
市的占比都低。

结合“守正创新”的研讨会
主题，吴卫光认为，工艺美术的
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人，艺术层面
的“守正”与“创新”在于人才培
养，如何夯实基本功，加强对传
统艺术形式、技艺的研究及实
践，“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
创文艺新境界”，这是我们培养

“守正创新”工艺美术人才时需
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对于工艺美术行业高级人
才的培养，吴卫光提出“三个结
合”的模式，即“工艺美术的专技
教育与造型艺术的基础教育相
结合”“工艺美术的技艺研究与
艺术创作理论学习相结合”“师
傅带徒训练与有计划的系统课
程教学相结合”。

在研讨会现场，作为从事工
艺美术行业几十年的广东省工
艺美术大师，同时也是 13 位第
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推
荐人选之一，伍炳亮说：“听了吴
卫光老师讲的‘守正创新’，我非
常认可，创新对工艺美术来说非
常重要，一件好的作品，不仅要
有纯熟的技艺，而且要在作品中
体现我们的思想和理念。”

用“三个结合”的模式培养工美人才

当日，“匠心·智汇——入驻
工美双创中心大师作品联展”在
广东工美艺博中心同步开幕。
广东工美艺博双创中心为广东
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的工艺美术创新创业平台，目前
已有 36 位行业大师签约入驻。
他们中，既有省级工艺美术大
师，也有“90后”行业新秀。在活
动现场，吴义永、马志东、梁向昭
等36位签约入驻大师获颁证书。

“通过建立双创中心平台，
广轻控股集团将继续发挥行业
龙头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服务
力，打造最具影响力、公信力的
工美品牌。同时，也为众多工艺
美术从业者提供一个展示交流
平台，传承与弘扬广东工艺美术
技艺。”戴智表示。

据悉，本次联展共展出工艺

美术精品近 300 件，涵盖了陶
瓷、刺绣、玉雕、牙雕、木雕、端
砚、潮州手拉壶等品种，除传统
的工艺美术精品外，也有众多题
材形式新颖的文创作品。作者
中，既有近几届广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也有“90后”行业新秀，集
中体现岭南工艺美术守正创
新、纳四海之风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广
东省首届儿童手工艺创大赛启动
仪式”也是当天的系列活动之
一。戴智表示：“儿童手工艺创大
赛将为孩子提供传统文化和工艺
美术培育的肥沃土壤，广东省工
艺美术博士工作站的设立，则是
整合工美行业资源、聚集工美发
展人才力量的重要举措，博士工
作站必然会为工美行业持续性、
创新性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从金字塔尖带动整体提升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实习生 赵远韬

数字赋能将为工美行业带来新机遇壹 肆

叁

戴智致辞

为 13 位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广东省推荐人选颁发参展证书

本次展出的工艺美术精品

5月 27日，“粤韵匠心”——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推
荐人选作品联展暨广东省工艺美术博士工作站揭幕仪式在广东工
美艺博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和广东省工艺
美术有限公司主办，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承办。

在活动现场，举办了“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下工艺美术守正创新
的新思索”研讨会、“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与潮州市工艺美术
研究院共建博士工作站签约仪式”“13位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广东省推荐人选参展证书颁发”“‘粤韵匠心’——第八届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广东推荐人选作品联展启动仪式”“匠心·智汇——入驻
工美双创中心大师作品联展启动仪式”“2022年广东省首届儿童
手工艺创大赛启动仪式”等活动。

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东
省工艺美术协会会长戴智表示，本次活动贯彻落实
党代会精神，不断夯实文化强省建设的人才基础。
“通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候选人集体亮相，岭南工艺
美术新中坚力量入驻双创中心，启动儿童手工艺创
大赛，全面覆盖广东工艺美术界老中青人才梯队。”

初一那一年，在花市电影院，看过那么
多场电影，却只记住《白痴》和《珍珠》两场，
还没有看懂 迷迷糊糊的童年

读初一，学校离家较远，家里
每月给我两元，可以买张公交车
的学生月票。我没有买，走路去
学校，要走半个小时。省下的这
两元钱，可以买书，也可以看电
影。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学生票
只要五分钱，真的很便宜，给在呼
和浩特的姐姐寄一封普通的信，
买一张邮票，还要八分钱呢。每
月这两元钱，挺经花的。

从我家住的胡同东口出来，
过崇文门外大街，我要穿过花市
大街去学校。街西口路北，有一
家花市电影院。刚刚开学，同学
不熟，下午放学，常是独自一个
人寂寞地走回家。路过花市电
影院，看看广告，猜想着会不会
有意思，如果觉得有意思，就花
五分钱买张票进去看。初一那
年，是我看电影最多的一年。

印象最深，看的是《白痴》和
《珍珠》两部电影。前者是部苏
联电影，后者是墨西哥电影。说
实话，都没有看懂。

《白痴》里，到底谁是白痴，

看到最后，我都是莫名其妙。只
是觉得梅斯金公爵和那个女主
角长得都非常漂亮。那种漂亮，
和我们中国电影里男女主角的
漂亮不大一样。那时候，一直觉
得我们电影里男演员中的王心
刚 ，女 演 员 中 的 王 晓 棠 ，最 漂
亮。可是，和《白痴》比，没有人
家那种忧郁和内心的深不可测。

《珍珠》，更是看得一头雾
水，电影里讲的什么故事都不明
白。和《白痴》相比，男女主角，
一点儿也不漂亮。只是觉得那
海水真的是非常清澈透明，水下
面的鹅卵石看得那么清清楚楚，
阳光下，水在动，鹅卵石跟着也
在动。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
么清澈透明流动得又那么曼妙
的水。

那时候，下午一般只有两节
课。放学后，走到花市电影院，
正好赶上四点多的那场电影，看
完电影，六点多，冬天的时候，天
已经黑了，街灯都亮了起来，明
晃晃地照得花市大街亮堂堂的，

人来人往，明显也多了起来，热
闹了起来，和电影里是完全不同
的两个世界。

不过，走进我家住的那条胡
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路灯也
稀疏、昏暗了下来，只有暗淡的
影子跟随着我自己。刚才看过
电影里的一些镜头，一下子如同
沉在水底的鱼，振鳍掉尾，浮出
水面，浮现眼前。到现在还能想
起来的是，梅斯金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漂亮女人往火炉里大把大
把扔进钞票的情景，尽管我并不
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
名字，我没有记住，但是，梅斯金
的名字，却记得牢牢的，只因为
觉得这个名字叫起来好听。还
因为看过电影《家》，记住了黄宗
英扮演的梅表姐，便没有来由地
将 梅 表 姐 和 梅 斯 金 联 系 在 一
起。虽然电影没看懂，想得却莫
名其妙，自以为是。

想起再多的，是《珍珠》中那
清澈透明的海水和水中的鹅卵
石（珍珠就是那水里找到的）。

不知为什么，总能想起的不是那
珍珠，而是那片清澈透明又流动
的海水。那片海水，蔓延过我的
整个中学时代。

学生时代，特别是初中，不懂
的东西有很多。世界，对于我大
多是不可知的，尽管充满好奇，渴
望弄懂，却一直都是懵懂的。学
习上的具体问题，可以问老师问
家长问同学，查字典，或者看当时
流行的书《十万个为什么》。但
是，电影看不懂，我不知道去问
谁？尤其看的是外国电影，是大
人看的而不是小孩子看的电影，
如果问老师或家长，又怕挨说。
于是，《白痴》和《珍珠》，一直到我
中学毕业，我也没弄懂。即使上
了高中，我知道了这两部电影分
别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坦
贝克的小说，我从学校的图书馆
里借到了这两本小说，但是，说老
实话，似是而非，我还是没有看
懂，却在合上书之后，自以为看
懂，当别人问起的时候，还不懂装
懂地讲上那么几句。

有时候，我会想，也许，一个
孩子，就是这样在似是而非不懂
与不懂装懂的过程中长大的，就
像罗大佑的《童年》里唱的那样：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
糊糊的童年。一个孩子在小时
候，过早进入成人世界，什么都
懂，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对于
未知的世界，充满疑惑和迷茫，
充满好奇与不解，懵懵懂懂，迷
迷糊糊，恰恰是人生的一种状
态，如同野渡无人舟自横，无须
别人帮助，只要独自横在那里那
么一会儿，静听风吹，乃至雨打，
长大以后，自可以风帆渐渐鼓
起，涉水渡江而去。

流年似水，转眼过去了六十
二年。仔细回想，初一那一年，
在花市电影院，看过那么多场电
影，却只记住《白痴》和《珍珠》两
场，还没有看懂。留在记忆中
的，只是梅斯金眼睁睁地看着那
个漂亮女人往火炉里大把大把
扔进钞票，还有那清澈透明的海
水和水中的鹅卵石。

□苏晨□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