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与艺

张道一(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2 1 5 1 2 3)

[摘 要】手工艺是数千年来由手工业凝结选出来的精华，直接表现了人的思维智慧和手的灵巧，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手

工艺在现代生活中虽然不可能成为主流，但会备受重视。手工艺的特点是艺入掌握了制作的全过程，甚至包括了对于创

作的最初构想。这在艺术教育上和理论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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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造字，是把手，拳、掌、指连在一起考虑

的。许慎《说文解字》日：“手者，拳也。拳者，手

也。”又说：“掌者，手中也。指者，手指也。”也

就是说，手指长在手掌上；伸开来日手，拳起来

还日手。可能是表明了手的灵活。刘熙《释名·释

形体》日：。手，须也，事业之所须也。”看来这是

强调了手的作用。据说河南俗语以“治生求利、少

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1川所以将。事业所须”称作

手。汉代人的这一解释，应该说是颇有深意的。

恩格斯非常重视手的功能，认为在人的自身

发展过程中，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带动了其

他部位的发展。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叙述

了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一“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

一一“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

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

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

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

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

一一“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

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

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一一“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

记，⋯⋯而人之所以做到这一点，首先和主要的是

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

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

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

发展起来⋯⋯。”

一一“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

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

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

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

来的。”

一一“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

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

图1 商代青铜手形器
(2 0 0 0年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

己的历史。”

一一“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

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

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

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

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

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一一“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

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

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

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

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

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

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的产生

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

的音乐。”

一一“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

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

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从两方面进行

的。”【21

这是一部手的及其相关机体的发展史。恩格

斯在叙述了历史之后特别指出，这是达尔文所称

收稿日期：2008--1 1--10

作者简介：张道一(1 9 3 2一 )。男，山东齐东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民

艺学、设计学。

g
o
‘D

＼
宝

理
论
与
批
评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J0u墨AL

om

zANJI云ARl-∞芝∽T|lr与m一美术与设计版FINE

ARTS

p

oEsIGz—

万方数据



N

8
∞
＼
2

理
论
与
批
评

固

图2东周铜“毕”
(河南辉县琉璃阁一号

墓出土)

的“生长相关律”。不论在

人类的成长期存在着相关

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

相关律的存在。

我为什么要引这么长

的一段话呢?是因为手长

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这

部历史的继承者。一代接

一代，不知已经延续了多

少代。尽管我们每天都在

用手，时刻也离不开手，但

是对于手的理解和手与其

它部位的关系却往往产生

认识的片面，甚至是错误。

如果联系到我们的事业，

由手而“手艺”，而“手工”，

而“手工艺”，很可能有不

少人会认为这是落后的东

西，是过去旧时代的事情。

手艺之“艺”，最早虽

然多是表明手工制品的技

能，但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也可解释为其它方面的技

能。宋代蔡倏《铁围山丛

谈》卷六说：“手艺之有称

者，棋则刘仲甫，琴则梵如，⋯⋯教坊琵琶则有刘

继安，舞有雷中庆，⋯⋯笛有孟水清。”这说明，下

棋者、弹琴和弹琵琶者、跳舞者、吹笛子者都可

称作“手艺”。如同“艺人”，本是指有才艺之人。

《尚书·立政》说：“艺人表臣。”是说“以道艺为

表干之臣”，在西周时作为官位。“抱朴子·行品》

说：“创技巧以济用，总音数而并精者，艺人也。”

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艺”字

本身，原指种植，如艺黍稷、艺树，后来引申为才

能、准则。古代的学校教育内容有“六艺”，所谓

“养国子以道”，即礼、乐、射、御(驭)、书、数。【3 J

儒家的六经也称“六艺”，即所谓《礼))以节人，《(乐》

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

化，《春秋》以道义。【41①我们现在所用的“艺术”一

词，是2 0世纪之初才确定下来的，最初是泛指各

种技术、技能。虽然也包括了现在的内容，但并

不以此为主。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所译《柏拉图文艺对话

集》之“伊安篇”中，对“技艺”一词加了一个注

释。他说：“技艺(T￡’x Y T1，T ekh n e)一字

通常译为‘艺术’，指文学音乐图画之类，它的原

义却较广，凡是‘人为’的不是‘自然’或‘天生’

的都是Tekhne。医药，耕种，骑射，木作，畜牧之类

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做Tekhne。

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其为Tekhne来说，做诗与

做桌子做鞋是同属一类的。所以这字译为‘技艺’

较合当前的用法。近代把‘艺术’和‘技艺’分开，

强分尊卑，是一个不很健康的看法。耶l

从事物的性质看，艺术也是一种技艺，说明

古代的中国人和古希腊人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问题在于，我国古代的礼制是以等级来体现的。人

分尊卑，事有贵贱·先是造出一些词来区别，逐渐

地也染上了等级高下的色彩。我曾经问一个画

家：“你画画是不是技术?”他说不是。他说“技

术”是工厂里的，“技艺”是玩杂耍的，“手艺”是

民间匠人的，艺术家的是“技巧”。这些词汇的定

性虽然不见于辞典，却在世俗中普遍存在。正像

朱光潜先生所指出的，是“强分尊卑，是一个不很

健康的看法”。

古人重视手艺，但视其为“小道”。孔子的学

生子夏就持这种观点。载于《论语·子张》篇：“子

夏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

君子不为也。”又：。子夏日：‘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晋书·艺术传序》说：

“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

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

《艺术传》。”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重衣食之源，视农业为

“本业”，而以手工业和商业为“末业”。((史记·货

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

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这说

明古人对所谓“经济效益”看得很清楚，却是强

调了该做不该做，并不轻易去做图利的事。这里所

指的“小道”，显然是与。末业”相联系的。但各

行各业的技艺与商业不同，技艺是“巧以济用”，关

系着实际的生活，可是在儒家的眼里“又恐不经”，

也就是说，在生活上很重视，然而在道义上又不能

提得太高。所谓“小道”，无疑是相对于。大道”而

言。大道也就是儒家的仁义宗旨。凡是仁义和礼

教之外的技艺之类，统称“小道”。宋代朱熹注说：

“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古代也称不谈义理的词

章为小道。唐代孙过庭《书谱》说：“扬雄谓诗赋

小道，壮夫不为。”再说，实际的具体技艺，无关

于国家大政，而士大夫的仕途，都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也即是子夏所说“致远恐泥”的原因。

当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回顾往事时，便不难

发现，人的变化很大。一方面是手变得更灵活了，

与脑、眼等的“生长相关律”配合得更紧密了，甚

至出现了脑的极大的反作用。不但恩格斯时代的

蒸汽机落在了后边，甚至人已乘着飞船进入太空。

这说明，既是脑的智慧，又是手的灵巧，两者配

①孔子日：“六艺于治一也。⋯⋯”或称。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其中《乐经》已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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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便会产生日新月异的进步。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群体的进

步与每个个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快，有的

慢；有先进，有后进。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既有美

好的记忆，也有遗憾和不足。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台

阶，但每个时代也必然会扫出垃圾。在历史的镜

子面前，使我们照见了思想和认识上的旧意识和

旧影响，没有摆脱由等级社会所造成的“强分尊

卑”。

最明显的现象是对手以及对手工、手艺、手

工艺等的看法，以为它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不符合

现代化的要求。好像满口网络、数码、高科技才

是现代化，一旦将握鼠标的手拿起某一手工工具，

马上就会老化。这是不可能的。即使现代人去做

商周的青铜器，也不会变成商代人或周代人。

7 5年前，鲁迅参加过“旧瓶装新酒”的辩论。

他在一篇题为《重三感旧》的文章中说：“近来有

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

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

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

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

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

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

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耶1

这是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讨论。在此之后，鲁

迅还写有一篇《论“旧形式的采用”》，文中说：“IIEl

形式是采用，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

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

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竹【7 J

对于古人所创造的文化，历史所留下来的东

西，关键在于认识和态度。人们思考问题难免会

联系到利害与得失，对此应深入思考，眼光太浅

是要吃亏的。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悠久不是坏事。至

少是文化的积累厚实，人生的经验丰富。唐太宗

李世民曾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计【81中华民

族有5 000年的文明，是我们的巨大文化财富，应

该引以为荣。有人把历史看成包袱，甚至要丢掉

这包袱，提出“与传统决裂”，这是很不应该的。主

要是不了解在包袱中包着什么东西，或者只看到

了一些无用的东西，而没有看到有用的东西。且不

说令人耻笑，笑他无知，这是无济于事的；只是

劝他多了解一些历史，多学一学辩证法。人向高

处走，应该多学一些本领，包括对历史知识的积

累。历史的传统中当然也有精华和糟粕；我们说

继承传统，无疑是指优秀传统，它可以使我们更

聪明。对于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什么要丢掉，

图3东周铜匝内纹饰
(1 9 9 8年河南洛阳文物交流中心征集)

为什么要与之决裂呢?

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2000年在安阳殷墟花

园庄出土了一件青铜“手形器”，(图1)上面虽然

饰有花纹，但其造型完全像手的样子。手指略弯，

呈张开状；腕部中空，原来装有长长的木柄。经

考古学的认证，这件“手形器”与后来春秋战国

时期各地出土的“三齿叉”、“铜毕”为同一种用

途，(图2)即从铜鼎中叉肉；在古代的仪礼活动

中叫做“举肉”。因而成为“助载鼎实”的祭器。实

际上便是叉物的叉，可以有五齿，也可有三齿。从

“手形器”的形象比较来看，明显是对于手的延伸，

发挥手的功能。试想，在滚烫的鼎中煮肉，大块

的肉不能用手直接取出，便做一个假手，装上长

柄将肉叉出。在河南征集的一件青铜匝上，还刻

铸着当时操作的画面。(图3)不难想象，后来的

“叉”类用具，不论大小，包括农业收割叉禾秆的

木叉和生活中进食的叉子，都是同一个思路的发

展。至于古代“毕”的名称，可能与礼制有关，赋

予一种人文内涵。由于它是与鼎配套的祭器，《仪

礼·特牲馈食礼》日：“宗人执毕先入。”郑注：“毕

状如叉，盖为其似毕星取名。”毕星，即二十八宿

的毕宿。《诗·小雅·大东》：“有抹天毕。”抹为曲

貌，毕为星宿，其形状像是捕鸟的有弯曲长柄的

网。因为都有长长的曲柄，所以捕鸟用的和叉肉

用的用具都叫“毕”。由此可见，人的造物，先是

由手的功能的延伸而后扩展到其它。眼睛的视力

有限，便发明了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以及

红外夜视仪等。两腿的走路有限，便发明了畜力

车、人力车、机动车以及汽车、火车、电车，乃至

飞机等。凡此种种，都是由大脑产生预想，进入

试验，由手来完成的。包括一切“高科技”的现

代化在内，都离不开手的操作，特别是机器产品

的第一件原形。马克思在《(1 8 4 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

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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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竹l 9I这里

所指的“美的规律”，我们理解不仅是艺术之美，

应是广泛的美善之物，即人的美好理想。这是揭

示设计艺术本质的一条重要原则。

传统如流水，只有历史悠久才能源远流长。如

同一个人的修养，唯独德艺双重，学贯古今，潜心

敬业，得心应手的人，才能站在高峰。俗说“站得

高、看得远”，虽是个最浅显的比喻，却能说明人

生的哲理。自古以来，还未见有蝇营狗苟者而成

大器的。

在我国，有所谓三百六十行者，行行固然都

有高手和贤者，但是很少。尤其是手艺人，从学

徒到从艺，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糊口的饭碗，

他的指标便是维持生活，以其手艺作为谋生的手

段。因此，就其多数而言，师徒相传，只能在较低

的水平上轮回。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初学三年，走遍天下；

再学三年，寸步难行。”(苏州人叫“三年学个胀蓬

蓬，十年学个不出声。”)这个谚语用于很多行业，

而在木匠中最流行。从时间上说，初三年与后三

年(甚至十年)，学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手艺

在身，反而愈学愈胆小了呢?

很明显，这是民间艺人在实践中所悟出的道

理。最初的三年，多是为了学得谋生的手段，譬

如做木匠，学会了斧、锯、刨、凿的技术，取料、

看材、画线和常用家具的几种模式，确实可以走

街串巷、糊I：1营生了。然而，这不过才入门，只

能是“大路货”，既非精通、更不可能独创。从职

业的角度看，很多工匠为了生活，停留在这一水

平上，即使熟练也难以上升，但作为一种劳动职

业是合格的，所以叫“走遍天下”。如果再学三年

(甚至十年)，当然不是对前三年的重复，而是在

此基础上的进取，况且学海无涯，进取也是没有

止境的。由于在此阶段的艺人，已进入一个较高

的境界，经济生活也较优裕，不为衣食担忧了，因

而能够潜心钻研。上世纪的5 o年代，我曾请教于

苏州红木家具著名艺人陆涵生，他将自己的经验

编出了一些口诀，已达到理论的高度。如：

四喜：方直圆润(家具最讲究方直而又圆润。)

平整相称(平整是家具最主要的原则。)

简繁连气(一件家具，哪里该简，哪里该繁，要

呼应通气。)

内外一体(家具的内外结构要连成一体。)

四法：方中见圆(如方形抬子有圆角。)

圆中见棱(木器的棱角最显精神。)

能伸能缩(能长能方，伸缩自如。)

能大能小(指小样放大：小者显出大气魄，大

者看似颇玲珑。)

四忌：方圆不齐(方圆参错不齐。)

互不通气(指家具的面板、花板、底脚的关系。)

相配不称(成套家具的配套不协调。)

歪裂不济(横竖不合规矩，木料纹理不顺。)o

在我国历史上，明式家具曾达到很高的水平l

及至近代，又有苏式、京式、广式之分，虽各具其

长，惟苏式显得清秀简洁。当年的陆涵生先生便

是苏式家具的高手。在各行各业中有所谓“身怀

绝技”者，绝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一个高超的艺

人，不仅是手艺高强，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和技

术的经验。他的“四喜”、“四法”、“四忌”，不仅

在木工设计中弥足珍贵，也适用于其它一些工艺。

这些经验的总结，已近于美学的法则，成为理论的

素材。如果没有手的体验，绝非苦思冥想所能获

得。在对待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他没有多少大道

理可讲，顺口提出了“变古”二字。他说：“初看

似洋的，细看是古的；变古的家具符合于现代应

用。”这说明，他不仅在实践中已将古今打通，在

道理上也是畅行无阻了。这使我想起了“庖丁解

牛”的故事。

《庄子·养生主》日：“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

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踌，砉然向

然，奏刀鼯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

首至会。文惠君日：‘嘻，善哉!技盖至此

乎?’⋯⋯”意思是说，厨师为梁惠王杀牛，分

解牛体时，他的手接触的地方，肩靠着的地方，脚

踩着的地方，膝抵着的地方，都发出哗哗的声响，

快速进刀时刷刷的声音，无不像美妙的音乐，既符

合于桑林之舞的节奏，又中于经首乐曲的旋律。梁

惠王说：“嘻，妙啊!技术怎么达到如此高超的地

步呢?”厨师放下刀回答说：“我所喜欢的是摸索

事物的规律，比起一般的技术，技巧又进了一层。

厨师接着说：我开始分解牛体的时候，所看见

的无非是一头完整的全牛；三年之后，所看到的

就不再是整牛了。现在，我只凭着心神感觉， 而不

必依靠眼睛观察；所以，视觉的官能好像停止、而

神情在运行。依照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劈击肌肉

骨骼间大的缝隙，把刀伸向那些骨节间大的空处，

顺着牛的结构去解剖，从不曾碰过经络结聚的部

位和骨肉紧密连接的地方，何况那些大骨头

呢!⋯⋯”⑦

这就是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技进乎道。而做

①有关陆涵生的工艺口诀，大约记录于I 9 6 0年代之初。

②Ⅸ庄子·养生主》的原文是：“庖丁释刀对日：‘臣者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

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寂，因其固然。技经

肯綮之未尝，而况乎大瓤乎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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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步，也是在“初学三年”之后才完成的。

我们谈手与艺，手艺联称，是说明手的灵敏

和与手相关的脑、眼等的配合。所从事的创造，并

不等同于生产和生产方式。在手工业时代，不论

创造第一样品还是大量制造，都是通过手工，因

此，创作的和复制的难以明显区别。现代科技发

达，一般的生产不再采用手工制造，但第一样品

是用手制作出来的。所以说手艺和手工业在现代

概念中是有区别的。

人世间的三百六十行，手艺人重视手的训练是

毋庸置疑的。在艺术界，掌握乐器的音乐家和画

家、书法家，雕塑家等，在创作上也强调“得心

应手”，防止“眼高手低”。最糊涂的是那些自鸣得

意的所谓。设计家”。他们俨然以生活的创造者自

居，看不起传统的工艺美术，依仗电脑的键盘，企

图打出一个美好的天下。却不知电脑是个工具，也

是用手来操作的。我说他糊涂，不是指用电脑，而

是将电脑代替一切。对于手的训练放松了，甚至认

为“手艺”、“手工”是落后，在观念上束缚了自己，

有的已到了可悲的程度。

总括以上所谈，我们的结论是：

(一)手工艺是数千年来由手工业所筛选出来

的精华，随着现代工业和高科技的发展，不仅显

现出一种原生之美，而且直接表现了人的思维智

慧和手的灵巧，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论对实用的物

品还是欣赏性的陈设品，都有一种新旧的、逆反

的、对比的、雅俗的复杂心理。当某种手工制品

被视为一统天下时，人们会熟视无睹，而当机器

产品成为主流，它又受到珍爱。因此，手工艺在现

代生活中虽然不可能成为主流，但会备受重视。

(三)现代工业生产是以严格的劳动分工为基

础的，生产者只熟悉某一工种或工序。而手工艺

的特点是艺人掌握了制作的全过程，甚至包括了

对于创作的最初构想。这在艺术教育上和理论研

究上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片面的思想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会导致看问题

的简单化，甚至向西方学习也产生误解，得不到

好结果。举例说：l 9 l 9年创办于德国魏玛的包豪

斯学校，它的最大功绩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建立起

新的设计教育体制，并取得了可为表率的经验。

创始人格罗比乌斯是位著名的建筑师，在设计思

想和设计教育方面有很高的见解。他说：“所有设

计部门都有个基本观点的一致性，这种思想是创

建最初‘包豪斯’学校时我的指导思想。⋯⋯我

于1 9 1 9年接管了魏玛工艺学校，以及魏玛艺术学

院。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主要目的在于：培养

学生的原则是要使他们具有完整地认识生活、认

识统一的宇宙整体的正常能力，这应当成为整个

学校教育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而不能只体现

在一两堂特别组织的专门课业中。而作为实现这

个宏图的起步，我将这两个学校合并成一所设计

学校，校名为国立包豪斯学校．”

“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我力求解决将创

作想象与精通技术结合起来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意

味着要物色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合作者，来培养

在这两方面都同样擅长的人．⋯⋯我坚持要有手工

劳作训练，它本身不是目的，也完全不是想备不时

之需以便真正从事手工艺生产，而是为了要创造一

种良好的全面的手、眼训练条件，并作为掌握工业

生产过程的初步实习。”

“以‘包豪斯’为代表的学派的思想是：相信

工业与手工艺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由于采用了性

质不同的生产工具，而主要是一个实行了劳动分

工而另一个则由每一个工人不加划分地掌握生产

全过程。手工艺与大工业可以看作是正在逐步相

互接近的两个极端。前者已经开始在改变本身的

传统特性了．将来，手工艺的主要活动领域将是

为大规模生产的准备阶段的活动。当然，肯定还

会有天才的手艺人去从事制作独特款式的手工艺

品，也是总能找到市场的。但是‘包豪斯’却集

中精力，一意关注当前至关迫切的一项工作：为

避免人类受机器的奴役，要赋予机器制品真实而

有意义的内容，从而将家庭生活从机器制造的混

乱中解救出来。这意味着必须生产出为大规模生

产专门设计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机器的

任何弊端而又不放弃它的任何一个真正优点．我

们致力于实行完善的标准化，而不是创造昙花一

现的新奇玩意。升I川0

这是真实的“包豪斯”，是包豪斯的创始人自

己说的话。虽事隔9 0年，但对我们来说仍然不觉过

时，很值得借鉴。绝不像有些人带着“拔高”的无

聊思想，将中等学校说成学院，带着“前卫”的

思想，说它是抽象派的“摇篮”；带着轻视手工艺

的思想，说它已经落后于“后现代主义”。凡此种

种，哭笑不得。看来，学习西方也有假冒的。

最后，说一说重视手工艺对苏州的意义。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秀美，富庶年丰，人文

荟萃。古人为什么将此地比作人间天堂呢?除了

优秀的自然条件之外，也是生活与修养最理想的

地方。其中包括了手工艺的集中，诸如丝绸、刺

绣、家具、年画等，自成一格，被称为“苏式”而

享誉全国。如果在苏州研究工艺美术，而不谈苏

州的工艺美术，不只是个缺憾，简直是几近于无

知了。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包括工艺美术在内，近

年来发展很快，全国相关的院系已有一千多家。

然而在教学内容上像一件百衲衣，没有形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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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有待于调整完善，在教学质量上良莠不

齐，有待于充实提高。各地条件不同，应该各有

重点，办出特色。按理说，设计艺术(包括工艺美

术)，五花八门，应该是最有特点的，可是出现了

全国一锅煮的现象，并且是在低水平上徘徊。我国

的工艺美术具有8000年的悠久历史，及至近代所形

成的手工艺，有许多仍然被拒于高等学校的大门

之外。这是值得深思的。

关于传统手工艺，我说的是苏州，希望苏州

放出这个亮点。实际上也适用于各地，每个省都有

手工艺比较集中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精彩之作。让

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结合，是我们一代人的任务。

(2008年10月17 El，为庆祝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建院50周年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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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 6页)事以终其身的钱舜举，“作为一

位以画师终老的南宋士夫成员，无异于由‘业余’变

成了‘专业’，甚至进入了‘职业画家’的行列。’'【21J

通过对钱选绘画图像、艺术风格的分析和对

其两段艺术言论历史演进的深入研究，找出了所

谓钱选提倡的“士气”、“隶法”、“以书入画”等概

念由来的历史渊源是由于董其昌等辈“六经注我”

式的篡改画史的结果。至此，钱选的绘画艺术与

论画言语就不再有相悖之处，中国绘画史上的一

桩公案亦得到了澄清而显得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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