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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美术走进象牙塔 
——浅析传统工艺美术在高校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的介入 

◆严伍先 

（广东美术馆  广州东山  510000） 

 
工艺美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这些生活日

用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
美理想，产生了朦胧的工艺美学思想。中国的工艺传统和工艺美
术的发展绵延不绝，进入现代尤为璀璨夺目。中国的工艺品，不
只是一种实用的、装饰的器具，更凝聚着文化和精神的寄托与宇
寓。例如，中国传统的家具、刺绣、陶瓷、木雕、砚台等，其造
型、品种、风格样式无不多样、壮观和灿烂。 

“工艺之家——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12 家特展”在广东美
术馆举行。系统地展示广东工艺美术目前的品格和发展水平，作
品既有传统工艺文化内涵，又有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另外，这个
展览提出了工艺美术与民族、民俗文化，传统工艺与现代社会审
美需求等一系列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这 12 位工艺大师分别是
陈少芳、黄松坚、李得浓、刘文、伍炳亮、吴锦华、王增丰、杨
光远、张春雷、张民辉、张庆明和郑舒文，他们在各自领域拥有
极高声望。还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聘任为客座教授。他们
除了为中大通识教育课堂授课之外，还将广大学生开设专业课。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上的作品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朴拙、奔放、
多变的广式工艺风格，与岭南文化中的务实、兼容、创新等地域
文化特点相吻合。 

  工艺美术大师走进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传播设计学院的艺
术教育从艺术理论迈向艺术实践，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
实现产学研三结合，高校与社会双赢的典范。同是，双方的合作
也为建设文化强省和提升广东省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的又一次
尝试。为了展示本次成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中山大学
工艺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广东美术
馆共同联合主办本次展览，集成名校对视觉文化研究的科研优
势，工艺美术学会行业力量以及美术馆重镇的资源，汇集了这
12 位工艺大师的工艺品促成本次展览。 

一、展览概况 
作为中山大学工艺术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

参加展出的 12 位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通过他们的端砚、陶瓷、
古典家具等多种精美工艺品，较为系统地展示广东工艺美术的类
别和艺术成就。这些工艺品质地精美，造型新奇，细节处理手法
细腻，色彩层次丰富，画面栩栩如生，让到场观众大开眼界，纷
纷对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表示惊叹和赞赏。 

例如，被誉为“岭南鲁班”伍炳亮作为红木家具制作的代表
位列其中，伍炳亮作为中国传统家具行业的领军人物，其展出的
仿古家具作品材质名贵炫美，工艺精严细谨，格外受人瞩目。伍
炳亮历经在行业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练，积累了大量对明清家具的
造型、结构，以及文化内涵的独到见解，提出了以“型”、“艺”、
“材”、“韵”为准则的传统家具评鉴与设计制作指导理论，并以
此理论为基础高仿、改良与创新设计出一批明清式艺术家具。展
览上的作品以“型精韵深、材艺双美”的艺术特点，吸引学界广
大关注。 

黄松坚的石湾贴塑陶艺，也让观者感到耳目一新。作品《如
意寿星》将头部五官、头部与身的比例夸张，深化感情与寓意象
征结合，突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主题韵意；《春夏秋冬》
以拓新的瓦脊贴塑手法创作，人与春花夏荷秋月冬梅交融，天人
合一，神工妙塑，体现了造型、意境、情韵三美的神采交辉的艺
术特色；《妈祖》以新贴塑技法和象征手法塑造海神妈祖，持荷
花、作如意指而乘龙腾飞，慈祥端美，英气丰盈，蕴含世界人民
对澳门回归中国的美好祝福；《龙之尊者》对目字形面部和清瘦

肌肤典型的细腻塑描，使人物形象苍劲传神，人与龙的结合，人、
龙、珠的环回欣赏及题字，更令人悠然暇思。 

在陈少芳的广绣作品《荔香醉岭南》中，艺术家改用现代绘
画圆形透视的原理和设计球形绣纹，刺绣时采用写实绣法：用小
块不定形扪针绣，在扪绣上加扭绣或钩针绣。即：利用广绣“留
水路”的传统手法，以果蒂为起点，画圆球透视平面图，再组织
不规则的粒点，以“扪针”绣粒粒，然后在上加深色钉针，表现
荔果表皮满布粒状突起的凹凸不平的质感。色彩上配合“红”的
各种倾向色，绣出荔果的立体感以及表皮满布大、小粒状凸起的
质感。将荔果的立体感和荔果树整体的空间感表现出来。这种“荔
枝”的绣法，是陈少芳大师的多年积累与独特而创新的标志性技
法。画面中央有两只画眉鸟，一呼一应，活泼画面气氛。 

印章纂刻家张春雷，长期研究生肖文化和从事美术印章纂
刻，并将两者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个人的艺术特色。其所纂生肖
印章，造型迥异，各具形态；有题诗，有题名；有钮雕，有款雕；
有线雕、浮雕、圆雕。十二生肖钮雕题咏艺术印章，重在继承。
作者吸收古玉艺术造型内向收敛的处理技法，以“内敛”的艺术
形态，使十二生肖造型虽在“方寸”之间，但其体积的“整体”
感却具有饱满而润泽的形态特色。张春雷通过独特的生肖形态和
雕功，显示出圆雕的润泽，镂空的灵动，展现出十二种动物古拙、
憨朴、圆润的艺术形态。印章边款，分别雕刻作者撰写的十二首
题名古体诗，以生肖喻人，蕴含儒、释、道文化，歌颂中华民族
高尚的道德情操。十二首诗采用隶书阴文雕刻，不仅刀法稳准纯
熟，且字体端庄洒脱，显示作者书法刀功的深厚功力。整套印章
是传统印章艺术与传统文化和古体诗的有机结合。 

广州牙雕工艺有悠久的历史，富有装饰性，素以精细工整、
玲珑剔透而闻名于世。张民辉，其擅长牙（骨）雕等技艺，作品
包括人物、动物、山水、花鸟、楼台、宫灯、龙船、牙球等各类
形式和题材，并且在运用象牙雕刻技艺与多种材料载体（如牛骨、
河马牙、猛犸象牙、贵金属等）相结合的创新设计中，善将现代
美学、西洋雕塑与民族传统工艺理念融汇贯通，创作出一大批造
型新颖、意境深刻、具有独特视觉和风格的牙（骨）雕新作品。
在展览上，他的河马牙雕《齐天大圣》，取材于吴承恩笔下的古
典名著《西游记》的经典故事，通过气势宏浩、富有动感的艺术
构图，精湛的象牙雕刻技艺手法，活龙活现地刻画出孙悟空在南
天门前大闹天宫的精彩场景。作者运用牙雕的细腻雕刻技法，经
精密镶嵌组合而成一个整体。这一艺术造型巨作，场面浩大，气
势不凡，是近年少见的珍品。它所用的材料为河马牙，其牙质和
色泽与象牙极相类似，在外观和质感方面毫不逊色，故具有高度
的艺术价值。 

悠久的工艺美术传统，不仅是美术史研究的宝贵财富，同样
也是当代视觉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包罗万象的工艺美术作
品，经历着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继承和演变，以其博大精深的
文化内涵，在遭遇了岁月的洗礼之后更显得弥足珍贵。广东省工
艺美术具有鲜明的岭南地方风格和特色，是全国四大工艺美术省
份之一，是我国工艺美术重要产区和出口基地，在全国同行业中
有显著的地位。此次展览更兼有前瞻性、趋向性、可持续性的种
种意义和话题。 

二、关于展览意义的思考 
此次展览，结合了中山大学、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和广东美

术馆的品牌优势，并吸纳、整合了广东省和全国工艺美术领域的
相关资源，以更高的、更宏观的视野，探索了广东省工艺美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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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和趋向，同时也为探讨广东省工艺术美术创作如何注入
现代元素、推进现代工艺美术产品的发展开辟了多向度的学术话
题。 

通过本次展览，给学界带来三个启迪：一是通过 12 位大师
的精品力作的经典式的展示，以点带面，给观众留下最浓缩的记
忆。二是通过对 12 位大师的推介，激发起更广大的观众对更多
的工艺美术家和工艺美术作品的了解和热爱。三是通过中山大
学、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和广东美术馆之间的强强合作的方式，
为更多的合作单位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平台，共同为广东建设文化
强省打造当代视觉文化的品牌。 

试图通过一个展览而完全发掘出某项课题的学术价值，客观
上说是远远不够的。假如通过一个展览的辐射力量而带动起多项
课题的学术潜力，则是展览策划人、主办方和广大观众的共同心
愿。 

三、民间工艺美术引进高校的启迪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源于民间，生活和民间是艺术成长的肥

沃土壤。民间工艺美术进高校、进课堂、进教材是广东工艺美术
界的梦想；促进中山大学的艺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引领岭南
民间工艺美术的研究、发掘，继承和弘扬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传播与设计学院的理想。聘请广东境内的工艺美术大师担任中山
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客座教授，这只是传统工艺美术在高校艺术
教育与艺术实践的介入，并促进工艺美术产学研三结合、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开端。 

本次受聘的 12 名客座教授在刺绣、雕刻、陶艺、红木家具
等工艺美术分支领域，都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其中多位大师
荣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工艺美术大师
走进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传播设计学院的艺术教育从艺
术理论迈向艺术实践，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实现产学研
三结合，高校与社会双赢的典范。同是，双方的合作也为建设文
化强省和提升广东省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的又一次尝试。 

这次聘请多位工艺美术大师到校客座，旨在通过这些广东工
艺美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以蕴含于他们作品中的岭南传统文化，
感染、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兴趣，培养民族自尊心自
豪感，构建中国未来社会建设者精神宇寓的指向。同时，通过高
等学府与工艺美术大师的合作，不仅可以集成名校对视觉文化研
究的科研优势与工艺美术学会行业力量的强强联合，进一步密切
工艺美术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扩大加深工艺美术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还可以在大学生中发掘、培养下一代高素质工艺美术人才，
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提供学术理论和人才资源，为岭南工艺美术
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多方合作机制下的尝试 
中山大学批准成立了致力于研究、整理、发掘、传承、弘扬

岭南民间工艺美术和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山大学工艺术美
术与视觉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传播与设计学院与广东省工艺术
美术协会合作的重要学术平台。研究中心聘请原广东美术馆馆长
罗一平教授担任研究中心的主任，聘请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会长
张春雷大师担任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并以学院的教师和工艺美
术大师共同组成研究团队,构成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广
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广东美术馆三角支撑的工艺美术创作、教育、
研究、开发和展示的全新学科平台，并制定相关的合作方案。 

（一）把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请进大学校园 
中山大学聘请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担任客座教

授，与中山大学教师共同组成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开展工艺美术
的教学和研发。     

（二）让民间工艺美术传承走进大学课堂 
多位工艺美术大师们共同为中山大学博雅教育实验班开设

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表述”课程，艺术家通过言传身教，给高校
学生带来了全所未有的工艺美术享受，受到了广大学生的一致好
评。 

（三）共同开展广东工艺美术研究 
中山大学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结合广东省工艺美术协

会的行业力量，有计划、有目的的将广东省的工艺美术技艺引入
校园课题，帮助广东做好传承工作，形成产、学、研一体的办学
体系，使“中山大学工艺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广东省
传统工艺美术的研发中心和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基地。 

（四）出版相关著作及拍摄纪录片 
通过多方的合作研究，中山大学工艺术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

中心出版一套对广东省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进行抢救性研究的
丛书及拍摄纪录片。中山大学没有走艺术院校或者美术院校的道
路，反而在加强数字媒体艺术的同时，一直在寻求艺术设计教育
的新突破。将民间工艺美术引进大学，促进高等教育与民间艺术
的有机结合和合作双赢。 

五、多合作机制下的文化语境 
作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窗口的广东美术馆，不仅要充

分发掘和利用自身的有益资源，还要通过共同的营造，积极引进
相关单位的重要资源，在实现资源互补的基础上，把各自的最强
环节集中到一起，争取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传统工
艺美术在高校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介入的案例，让我们更能认识
中山大学工艺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中心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是传
统工艺美术的数字化开发与新媒体视觉传播研究；二是广东省传
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三是中国非物质文化与亚太地区
民族、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比较研究。这次高等学府与工艺美术
界的合作，不仅体现出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工艺与传统文化的重
视，还为广东工艺美术未来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