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漆艺”

呲纪之交的二十年，笔者曾亲见而上L至夸历所在目的许

多传统漆艺，逐渐消失了。漆器的地方特色正在隈灭．传统

漆艺珍贵的“绿色”价值渐渐丧失。

选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发生在我“】眼皮窿下的现实。伴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自耕自足社会形态形成的农业

史化和手工业文化，与1：业文明发生了强烈f|fl掩。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突转．让各地漆器企业难以适应，于是纷纷陷

入了困境。改革的深化带来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些漆
器企业重又崛起，各地民间作坊多如椭天繁星．生产品种则

从服务干吏用领域的器皿转向了服务于环境艺术的室内装饰

品。而T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侵吞，女n钱塘江潮般地不南分

说席卷而去．加之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漆艺再次而临窘境：

一方呵，各地产品相互抄袭，各作坊产品相互抄袭，本来面

目鲜明的各地漆器，如争的风格已越来越靠拢。漆器原先囡

稀少而贵重，而同前的“行滥”，导致家家有杂，未柬的市场

需求必然萎缩，价格必然下降-另一方面，企业产品求大逐

奇，借助媒体刻意制造轰动效应，“天价”漆器蜃屡见诸报端。

如此两极，致使向然材料的日趋紧缺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使原本活泼的民间艺术逐渐失去了固有的生命活力，陷入泥

潭，不能自拔。世纪之交的二十年，多数漆器胎骨的底、垸、

糙、来包t艺已经人失传统格法，内不坚实，没有筋骨，甚

至完垒放拌了天然材料．完全放彝了手工．代之以化学涂料

机器制作。漆艺f作者也放弃了本民族漆艺温厚含蓄的气质，

擦沉典重的色彩基调，代之以轻浅的颜色过亮的反光，强

烈的动感，以之追求感官刺激。早在四百年前，黄成在Ⅸ髹

饰录*里就告诫人们，“行滥夺目‘不足取。而在夸天，中国

漆艺借材料、工艺而具备的丰富文化山蕴，真的要在它的诞

生地被丢弃了，怎能不々人扼腕叹息!

几千年来．我国手工遗物都以。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的素描，色彩上。 般来说，狭义的卖

描、速写和色彩，往往侧重干技术层而

的模1方与再现，素描、色彩考卷不能垒

面体现考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想象

力与创造力对未来设计师的培养却是至

关重要的。一位优秀的硅计师将面对复

杂多变的生活内容，他的设计实践首先

是发现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最后_’

屉创造出“新形志”的艺术。时客观物

长北

中国漆艺的守望

工有巧”(Ⅸ考上汜》)为法则。也就是说．必须顺应天时与地气．

利用元然美材，运之吼巧手匠心，来制造手工艺品。我国传

统漆艺之所以让垒世界的人为之倾倒，就是因为它具备三个

重要特征：一是采用天然材料加工，二：是利用手_亡工艺制作，

三是具备独特的艺术价值。工业“漆艺”产品对犬然材料和

手I：】。艺的抛弃，势必对中国潦艺传统造成毁灭性杀伤。如此，

“传承祖目的传统漆艺”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从更深层的意义说，我国工，lk化的飞快进程，已经带来

自然环境污染、人的精神异化等种种弊端。破坏自然是那样

迅速和容易，而叫归自然的路程却是何等艰辛和遥远!尽管

化学涂料日新月异．品种不断丰富．性能不断提高(有些性能

甚至超过丁大漆)，使化学涂料画和化学潦料器有继续生存的

可能，也许迁有继续发胜的可能和空间，但化学涂料时环境

造成极大污染，对使用者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也是不争的事

吱。J二·№化进程造成的社会现实已经昭示，强势的工业产品

弊端极多，而弱势的千J二制品优点却不少。扶持天然材料的

手工制品，是觉醒丁的人们的普遍愿望和自觉意识。

有鉴于此，笔者呼吁同归“绿色漆艺”．亦即同归天然

材料漆艺。我们提倡使用灭然材料、手工工艺制作漆艺品，

少用、博用化学涂料。坚守天然材料木材和大漆，不仅是对

我国漆艺传统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自身生命的

尊重。。绿色”的人漆髹饰』二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的

影响． “绿色滦岂”可以为逐渐消逝的中华农业文晴提供独

特的见汪，它具备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r能。天然

材料的手工艺品町以维护造物世界的物种生态平衡．它可以

弥台工业制品带来的人与自然的鸿沟，抚慰人们荒芜已久的

精神世界。回归“绿色藩艺”，不是复古，而是中国传统海

艺涅椠以后的新生。口

长北东南大学教授

象的图解和再现，决不是设计师的工作。被动地描摹真实物象，有碍于创造性思维

的培养。一些院校实际上也意帆到了遗点并试圉改进．如我国某羹术学院设计

专业近年来的人学考试内容，除了保留了素描速写和色彩二科外，特*q增加丁

“创意”考题。 。创意”考题侧重于专业素质测试．要求考生在3个小时内．按照

命题，以生活中常见袭熟悉的事物为素材，进行多角度、多胫面的刨意表现。考生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考题，考卷丽i面几乎没有雷同的。这种考试没有“标准答

案”，但是能基本词4试出学，七的现场反应能力，特别是联想等能力和逆向思维能

力。当然．这一考试模式还称不上完善，但的确具有启发意义。口

李荣伟西安美术学院设计幕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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