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想了解中国，现代人想了
解过去，具有文化气息的设计成为
了沟通古今中外的桥梁。如今，人
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日常用品添加
了传统元素的设计，其美学价值的
背后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体现。

传统元素成设计新宠

朝珠耳机、故宫日历、正大光明
充电器⋯⋯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
着实热了一把。随着越来越多受众
的喜爱，中国传统元素也逐渐成为
了现代设计的新宠。但是我们也要
看到，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并不缺
乏传统的美学元素和民间手工文
化，缺乏的是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
的完美融合。

单霁翔：到去年年底，故宫已经
研发出了 8700 种文创产品，销售额
突破了 10 亿元人民币，这些畅销产
品都是以藏品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故宫有 18 万余件藏品，分 231 个类
别，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
比如我们可以从龙袍等织绣中提取
出不少的中国传统元素来添加到文
创产品中，使产品具有故宫风格。
例如海水江崖系列的名片夹、梅花
和 凤 凰 图 案 的 方 巾 等 ，都 很 受 欢
迎。再比如，故宫有丰富的藏画，我
们通过挖掘整理，推出了弘历骑射
图的领带、雍正皇帝十二美人的水
果叉。还有红山玉器的香插、陶制
的酒瓶塞⋯⋯效果都非常好。

曾辉：无论是传统手工文化还
是我们的民间艺术，如何让它进行
现代转化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
子，日本著名的民艺学家柳宗月先
生让大家发现传统民艺之美，但是
他的儿子柳宗理能够让传统的文化
之美变成现代生活之美，他用设计
的方式来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意
境，并能够为现代生活所用。日本
现在很多家庭里面都还在用着漆
器 ，漆 器 还 活 在 日 本 人 的 生 活 里
面。那么，我们如何让漆器活在现
代中国人的生活里面，而不是简单
地把漆器按照一个西化艺术的简单
表达方式去呈现？必须要做到与现
代设计的融合，让漆器通过日常用
品走进我们的现代生活，让更多人
使用它。

单霁翔：故宫开发文创产品首
先要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研究人们
生活中需要什么，人们在生活中如

何利用他碎片化的时间来丰富自己
的生活内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
们研发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产品，
比如故宫元素的手机壳、正大光明
的充电器、瓷芯耳机、电脑包、鼠标
垫、优盘，女孩子喜欢的特色笔记
本，我们故宫元素的礼品盒、纸胶
带，还有储存茶品的罐、肥皂盒、故
宫筷子等等，都是结合文化元素的
特性，根据人们的生活需要来研发
的。

美学背后的东方文化

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
“功夫熊猫”却绝对不是中国美学的
产物。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设计
之路，绝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祥云
图案，画上梅兰竹菊。东方文化和
精神的蕴含才能让其从根本上异于
西方设计。

曾辉：实际上设计就是关于生
活方式的一种创意设计，我们现在
重新来理解我们的设计，如何能够
让生活美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
一个品质的导向，而不仅仅是以物
为概念的一种消费理念，而是追求
我们能够适合、适度、适用的生活美
学观。在这个基础上，东方生活美
学恰恰具有这样一种天性的本质。
这也是我们中国设计真正能够在国
际上进行传播、进行交流、进行消费
的最终凭借。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民间有太
多符合东方美学的设计案例：曾经

获得经典设计奖的“红旗渠”，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出来的一个人工
天河，它是典型的因地制宜、因势利
导的案例，那时候没有资金能够购
买现代化的材料、现代化的设备，却
反而造就了天人合一、大道至简的
结果，成为中国设计的典范。

单霁翔：前阵子，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很火，这部片子就是揭
示一种态度——工匠精神。六百年
的紫禁城，一砖一瓦搭建起来，它搭
建的过程集中了无数身怀绝技的工
匠创造，故宫千万件的文物都体现
了中国最好的工艺技术的汇集，它
凝结了多少人的智慧。无论是今天
古建筑的修复、文物藏品的修复，还
是我们文创产品的推出，都应该为
人们过更好的品质生活来做支撑。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追求，让更多
的人感知故宫精神、工匠精神，走进
故宫文化。

古代汉字也“妖娆”

在不少的精美设计中，各种寿
字、福字等汉字成为了重要的装饰
元素，从古至今，汉字以其特殊的表
达方式展示了重要的美学价值。

王立军：中 国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靠什么传承
下来？就是汉字这个载体。正是
因为有这样的载体，才使得那么
丰 厚 的 中 国 文 化 得 以 传 承 下 来 ，
而且这种载体跟其他语言的载体
是不同质的。汉字的形体是跟它
的意义密切相关的，而拼音文字
只是用符号去对应它的音，因此
我们把汉字定义为构意文字，因
为它是因意构形，根据意义去构
造它的形体。

例如这个字，它的构成包括了草
堆、太阳、月亮三种图案，太阳在东边
的草丛里面，月亮在西边的草丛里
面，这是什么时候的特定场景呢？只
有早上，所以这就是“朝”字。你看，
汉字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介质，它还具
有强烈的人文性和美学价值。如果
把古汉字的元素融到我们现代的设
计当中，去挖掘古汉字的艺术特质。
这样就使得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
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曾辉：我们在北京奥组委工作
的时候，总是在思考如何真正把东
方文化的思想和精神体现出来。正
如王立军老师所讲，我们的汉字里
面有太多这样的美学，我们以此符
号演绎出一系列的图标，这些由古
汉字衍生出来的体育图标，最终成
为了北京奥运会视觉形象景观系统
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东方美学
载体。

东方美点睛现代设计
□ 李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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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安义县千年古村
坐落于西山梅岭的西麓，与
洗药湖、梅岭连成一片，是由
罗田、水南、京台三个古村落
连缀而成的古建筑群落。三
村呈鼎足之势，面积约 3 平
方公里，随处可见古石街、古
井、古樟、古牌坊、古戏台。

单单说到古石街，就能
说出一堆有意思的事来。

徜徉在罗田古石街，脚
踏着一块块古条石铺成的石
街，我仿佛看到了狭长的石
街上，一个个肩头搭了一条
长毛巾的生意人，脸上挂满
了微笑，向川流不息的人流、
车流吆喝着；仿佛看到古石
街热闹非凡的场面：骑马的，拉驴的，抬轿的，卖菜的，挑
担的⋯⋯仿佛听到车轮滚滚，马蹄声声。

古石街始建于宋、元，形成于明，鼎盛于清。分前街、
后街、横街，宽 3 米，长 600 米。古石街两旁商铺、作坊、
酒家、客栈林立，门窗古色古香，窗子是古老的花格子，上
面雕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雕工精美，线条清晰，从室内
室外精美雕镂等可见证罗田人生活的丰裕，家底的殷实，
使人联想到罗田的辉煌历史。

古石街积水怎么办？望着深长的石街道我不禁问
朋友。

朋友说，在古石街下面，有一条连接各家各户的下水
道，下水道里的水通过暗道明沟引入了自家的田园，灌溉
庄稼，润泽田地，地里瓜果飘香，田里稻麦金黃。在罗田
还有一句老幼皆知的顺口溜：流来财，流来水，流来财
水。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聪明的罗田人懂得合理
利用，不舍得让财水白白地流失。其实古人用石头铺路
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历史久远的宋元明清时代哪来
的雨靴？如果没有石街，古人赶集不湿鞋湿脚吗？这也
难怪，多少年来，多少代人梦寐以求成为都市人，成为石
头街上人。

走在罗田古石街上，目之所及，一家家店铺窗台齐肩
高，我不解，这样做生意方便吗？朋友告诉我，这是为了
方便骑高头大马的官爷买东西，这样不用下马，伸手可
及，方便之极。

石头街的条石上不时有深凹下去的痕迹，还有车轮
碾过的清晰的印痕，条石被来往行人和马匹磨得溜光润
泽，像抛光机打磨过一样，由此可见昔日的古石街是何等
的繁华和昌盛！在太阳的照耀下，古石街上好像铺了一
地黄金，显得愈加光亮而润滑。

漫步于古石街头，我好像穿越时空上千年，耳边不时
响起了车轮声与马蹄声⋯⋯那声音仿佛回荡在石头街
上空。

我陷入了美好的遐想中，仿佛看到了明代的亡国之
臣、八大山人朱耷，在罗田古街上踽踽而行，有时踱进
酒家，端起大碗，仰起脖子，“咕咚咕咚”两碗古村黄酒
下肚，以排心中郁闷；有时跨进一家茶楼，啜壶香茶解
渴；仿佛目睹了罗田巨商黄秀文衣锦还乡，车载马驮运
来了商场的红利与得意，也运来了村民需要的短缺货
与紧俏品：烟丝、村姑的绫绸、孩子们爱吃的糖块点心
等；仿佛亲眼所见，罗田文人诗客黃兰芳回乡省亲度
假，风度翩翩，长衫飘逸，满脸春风，缓步走进深宅大院
⋯⋯诸如此类的美传、佳话，足以证实，古石街有着不
同寻常的非凡过去。

当我们告别古石街去下一个景点时，老天爷不赏脸，
下起了大雨，石街上、瓦上、树上湿漉漉的。雨帘中的古
村，好像披上了一块巨大的薄薄的纱巾，显得朦朦胧胧，
如一位神秘的女神静立着⋯⋯

笔走千年古石街

□

刘立新

暑热正盛。带着一身被高温熏蒸出的
躁气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一眼看到“遁
一”，忽感一种古朴、雅静之意，心里便觉安
静、清凉起来。

何为“遁一”？是一套传统家具，一桌
六椅，非洲紫光檀材质，2016中国工艺美术
双年展的主要展品之一。既是传统家具，
自然沿袭了明式家具的风格，简洁、流畅中
有着暗蕴的精美。然而，又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传统，桌椅边缘保留的原生态的树皮，
以及桌面上着意空透的树结的痕迹，彰显
出狂放的现代感。而嵌于椅背的原创的瓷
板画，则赋予其独特的中国画的神韵。

一套家具能有让人化躁为静的功力，
自非常人所为。这是新海派艺术标志人
物、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家泠的跨界
之作，题为《望山》系列。陈老先生构思、作
画，其子陈亮设计、创作完成。

年届八十的陈家泠是国画名家，师从潘
天寿、陆俨少、周昌谷等大师，学人物、山水、
书法，后攻花鸟。他创作的“荷花”系列，空

灵，飘逸，有水墨之韵，有色彩之变，也有线
条之潇洒，突破传统国画的表现手法，兼具
西方印象派及表现主义特点，使传统花鸟画
具有了更多的想象力与现代性。

由国画而入家具、瓷器、服装，这些年，
陈家泠作为工艺美术的“玩家”，却在这个
领域创出了大名堂。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亲密接触景德镇瓷器起，便开始了在土
与火中淬炼艺术品的尝试。“玩”瓷器的画
家不少，可像他这样玩成专业大师级的，凤
毛麟角。本世纪初，他创设了“泠窑”，并获
得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的命
名，他创作的瓷器被国博收藏。而国博收
藏的第一套当代艺术家的家具艺术品，也
出自他手。

在 2016 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上，陈家
泠和“遁一”是卓尔不群的。这个代表中国
当代工艺美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制度性展
览，云集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
作人员近年来创作的 700 余件优秀作品，
只有陈家泠是以画家的身份进入其中。

中国工艺美术的传统，是讲“技艺”之
精、之繁、之细，在精细上做到极致，便叹为
观止，并产生了“工匠精神”。陈家泠从“画
艺”而沉到“工艺”，由“艺”而落于“技”，经
历了“技艺”从粗到精、从土到雅的锤炼与
嬗变，而他追求的落点，并非单纯的“技”之

“工”，更在于“艺”之“美”。也就是要使传
统的工艺美术品，由于画家的跨界探索，形
成新的审美情趣、审美风格、审美理念。

观“遁一”并及整个“望山”系列，我觉
得陈老先生实现了他想要的境界：由“雅”
复归于“拙”，由人工之“精”回归到“天然”
之趣，而达天人合一。硬朗的木质家具便
油然而生如其国画一般的灵动之感，成为
了一种艺术创造。正如中国美协主席刘大
为所言，美术家与工艺美术的融合，将拓展
视野，有助于创造艺术的新高度。

当今，“跨界”成为一个热词，同时成为
风靡的社会现象。一个领域、行业内部各
个环节、分工、品种的跨界，不同领域、不同
行业的跨界，乃至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跨
界。突破、嫁接、融合，凡此种种，都是跨界
的不同实现方式。跨界的目的，可以是大
胆的出位、出彩，可以是另类的求异、求奇，
其本质和最高的境界，是为了创新、创造。
古今为经，中外为纬，在古今中外的经纬交
错的点上，交融相连、相近乃至本不相关的
各领域、各环节，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全时空的跨界大图景。这也意味着，我
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所孕育的创新、创造，必
然达到全新的广度、深度与高度。不管是
国家、区域，还是领域、行业，抑或机构、个
体，谁能抵达这样的跨界的境界，谁就将站
上时代风景的高点。

跨界的境界
□ 黎 今

展期：2016年 7月 10日至 7月 22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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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姚文田为自己的书房题过一幅深得
人心的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尤其在炎夏漫漫，容
易让心情燥热烦闷的季节，唯有读书这件天
下第一等的好事可让人轻松地宁静下来。佛
家曰：能辞烦恼，便得清凉。手执一本赏心悦
目的闲淡之书，散散地看着，若再有流水声泠
泠，有清凉风徐徐，人间世上有多少躁多少闷
多少烦恼不被流走吹散呢？

其实初夏时节北京城还很舒适，天气好，
晴朗明亮，温度适宜，且伴着惬人心怀的飒飒
清风。很多花也开得好，如蔷薇花。出门来，
满世界都是蔷薇粉，都是蔷薇红，都是风中蔷
薇的香味。车水马龙的大道间，高楼大厦间
的空隙处，只要有土的地方，只要长草木，便
是一派新绿碧翠。而周末无事，孩子在家无
聊，一家人商量着要趁这良辰美景去逛北京
的公园。

看了近处的几处公园后，去了东南二环
上的龙潭湖公园。我们绕着龙潭湖转了一
圈，为清碧的湖水和闲适的清爽氛围倾心不
已，便回转过去，在一处有荷的湖岸边逗留玩
耍。那荷虽养在湖中，却是杨万里诗中“小荷
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模样。不远
处的湖水里，一群鸭宝宝在鸭妈妈鸭爸爸的
带领下学游泳。孩子的爸爸带孩子兴致盎然
地跑去看，我便在湖岸边的杨柳下坐下来，清
风拂过碧水清荷，曳动曼柔的柳枝，送来缕缕
清凉。想起朱淑真的诗句“独自凭栏无个事，
水风凉处读文书”，觉得这书该是闲淡之书，
以轻快朗悦心读之。恰好带了一本散文随
笔，性情文章，而兴之所至，风吹哪页就读哪
页。所谓世间的幸福，莫过于此。

后来每个周末都想着往那湖水边去，吹
吹凉风，读读闲书。然而夏至到来之后，天气
越来越不对劲，北京城真正热起来了。夏日
也开始一连串烧下去。有时闷热至极时，忽
然就来了一场暴雨。这样的周末只能待在有
空调风扇的屋子里，望着外面的空阔世界叹
息，遥想明年的初夏时光。

而孩子在家闲不住，爱到处折腾。那个
午后，我在小客厅的沙发上躺着，无精打采，
恹恹欲睡间竟听到了久违的如风铃般悦耳的
泠泠水声。我侧转身，看到孩子站在水管边
正玩他那漏沙子的玩具。他把水当成了沙子
从漏斗间流下去推动下面的圆形锯齿样的轮
子，那真像立在水中的滚动着的风水轮。

我为孩子的小折腾莫名欢喜起来，正要
表扬他几句，不料却停电了，屋里少顷后热气
蒸腾，令人心烦气躁，难以忍受。只好把家里
所有的窗户都打开，门也大开着。孩子竟然
安慰起我：“妈妈，水在我的玩具上流，屋子里
一会儿就凉快了。”而这时，屋子里的空气也
果然流通了许多，对流之下，时而有风吹过。

那个下午一直没有来电，我的心情却比
往常好得多。我散漫地倚在沙发上，看着喜
欢的书，风从泠泠的水声上飘过来，似是又回
到了湖边读书的时光。那种喜悦心像丢失了
重要的东西又失而复得。

到那时才知道，内心的烦恼得失和天气
季节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像过去年代“有条
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号召
一样，人间的欢悦和幸福也是如此。幸福的
时候要珍惜；没有，要想办法去创造。

水风凉处读闲书

□ 耿艳菊

他追求的落点，并非单纯的

“技”之“工”，更在于“艺”之“美”

内心的烦恼、得失和天气季节

其实没有关系

古石街上的所见所闻，

似乎能让人窥探到已经逝去

的历史，已经看不到听不到

的音容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