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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剑丹是中国当代实力派书法家代表人物
之一，师承金石大师方介堪和著名诗人王敬
身。现为温州书画院名誉院长，浙江省书协顾
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篆刻院研究员，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理事等。

在艺术道路上，林剑丹讲究“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力求“古雅美”之境界。认为“古
雅美”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有着至高无上之
尊。林剑丹书法篆、行、楷、草四体兼擅，又
诗、书、画、印四全。清正古雅的气韵，雄健
苍秀的笔墨，扎根传统又自出机杼的理念，一
条脉络贯穿始终。正如中国美院教授章祖安在

《古雅清新说剑丹》 一文中所说：“书有骨始
清，有筋方厚、结构出人意表之美则奇，古雅
则全凭学养，上述四者备而书家成。林剑丹可
称得上一名真正的书家。”

林剑丹不仅是一位书法家，也是位丹青高
手。水墨淡雅的梅兰竹菊石松、深得文人画的
精髓。他的画以书法线条为功底，以诗入画。
濡墨清雅，诗意甚浓，让人爱不释手。中国文
人画传统历来提倡诗、书、画兼工的全面修

养。林剑丹以书法名世，然诗、书、画、印四
擅，齐头并进，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很多人喜欢林剑丹，是敬佩他的不张扬、
内敛、清雅和才情。在当今艺坛中，他不是以
狂怪风格吓人的“创新家”，也非墨守成规、思
维僵化的“守旧派”，他默默走着自己的路。林
剑丹常对学生说：做学问既要抓紧时间，又得
慢慢来，切不可急功近利。要有“三省吾身”、
反思自己的艺术的精神。

林剑丹很好地承袭了传统文人的品质。艺
术史家白谦慎曾撰文指出：江苏的储云和温州
的林剑丹在我的心目中，是最能代表江浙传统
文人书画的人物。他们淡泊名利，不求闻达，
而作品时时在进步。林剑丹的画，无论兰竹、
山水，都取法高古，是典型的“文人画”。2007
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举办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届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林剑丹以
国画 《竹石图》 入展，并刊登在作品集中。此
集包括齐白石、李苦禅、傅抱石、李可染等名
家，全国仅103名画家入选。正如中国美院教授
王冬龄所说，有一幅收入画册已足够。

视手艺为一生归宿

20 世纪 60 年代，宜兴陶瓷八级工马金旺对陶瓷造
型和成型工艺有深入的研究，不仅能做高难度陶瓷大
件，而且在制作中，能根据工艺等实际情况对图纸作出
修改，经他修改完成的作品，甚至比原图纸设计的还要
漂亮。

广绣行业总共才8位八级工，许炽光与父亲许松就
占了 2个。那时在广州绣品工艺厂的许炽光才 20多岁，
他是家族传承的第四代，他独立创作的《天女散花》入
选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他还组织了全行业八级工主
编了《广绣针法》一书。

真正的“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技术，还有深蕴其中
的人格精神。一位老工人多年后在文章里说：当年工厂
里的年轻学徒工们，很少有“赶紧脱下脏兮兮的工作
服”进办公室的念头，常常将成为八级工作为自己的职
业目标，视手艺为一生归宿。“工匠精神”的内涵就是
人的时代精神和高尚的荣誉感，这正应了我国传统的器

物精神“日用即道”，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就没有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的灵魂。

手艺是民族的自信

工艺美术是最能体现新中国“工匠精神”的一个领
域。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就有500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
1200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村劳动者，“工匠精神”正是这
个群体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手艺行业，
1954年专门成立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1958年，在我国
唯一的权威工艺美术杂志《装饰》创刊时，当时，中央
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邓洁在发
刊词中写道：我国的工艺美术，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
史，风格高尚，技艺优美，品种繁多，在国际上享有崇
高荣誉。它代表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整个世
界人类文化宝库作了出色的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的光
荣。

“工匠精神”需“启蒙意识”

说到现代中国的“工匠精神”，就不得不说到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正是这所院校连接了中国古代经典工艺
美术、当代民间艺术工匠精粹与高等美术教育的人文传
承。该校创建人庞薰琹提出了“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
代精神”这一充满启蒙意识的宗旨。

探索现代中国的“工匠精神”之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
时代是充满艰辛的。1925年，当青年留学生庞薰琹希望进
入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学院，该院以不招收中国学生为由拒
绝了。70年后，该院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结为友好院校，
双方签订了互派老师和学生进行艺术合作交流的协议。

据庞薰琹的学生、清华美院教授刘巨德回忆，在被
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学院拒收后，庞薰琹从此萌生了一个
心愿：“将来祖国能有这样一所院校该多好。”他一生为
此奔波。终于在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诞生了。

“工匠精神”的学院高度

人们常常把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规律总结进而
将其提升为系统的高等教学学科，称之为“学院精
神”。中国现代的“工匠精神”正是在一群高度重视、
深入实践的名家、学者推动下发扬光大的。

刘巨德说，庞薰琹先生研究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是从
1939年开始的。他曾费尽心血收集描绘了中国古代纹样
数十本，图形近万种；走进 80 多个苗寨，为中央博物
院收集民族服饰和绣片600多件，自己创作设计方案近
百种……这些工作孕育了现代设计走向民族艺术之路的
构想。

正是在当时尊重手艺、研究手艺的氛围中，著名画
家张仃在街上看到一些摆摊的民间艺人，就把他们请到
家里，订购他们的作品。著名作家沈从文研究传统工
艺，写出了《鱼的艺术——和它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
发展》。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呼吁：“那些本领很高的
老艺人，他那创造性的劳动不只继承了传统，也丰富了
业务知识。他们从经验中得来的口诀，对他们来说也许
是平凡的，对于我们说来却是新奇的、宝贵的、有益
的。为了作品的民族气派，为了创作的推陈出新，对那
些规律性的知识忽视不得。”

中央工艺美院后转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依然保持着
对手工艺术和“工匠精神”的尊重和重视。正是主流学者
和教育家们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的“工匠精神”在民族内
涵、精益求精、国际水平等多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并在学院
和社会上受到尊重和重视，正在得到更进一步的弘扬。

杰出的剪纸艺术家申沛农离开我们15年了，今年又恰
逢申沛农八十诞辰。申沛农的家人和学生、友人一直有一
个愿望，将他40多年创作的3000多幅作品精选成集，以便
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申沛农的艺术。经过多方面努力，一本
汇集了申沛农经典作品的 《印象申沛农》 日前由北京出版
社正式出版。

打开这本画册，翻看一页页精彩的剪纸作品，仿佛回
到几十年前，与申沛农在他简陋的小屋里交谈艺术、研究
稿子的情景历历在目。申沛农自幼残疾，在与病魔抗争的
同时，刻苦学习钻研剪纸艺术，奋力创作出大量受人喜爱
的剪纸。从他的作品题材看，跨越了各个时代，表现了不
同时期的人民生活，是用剪纸艺术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典
范。他在学习民间传统剪纸的同时，在造型上追求简洁且
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在制作上利用分色、染色、套色、拼
贴等艺术手段，使其作品喜闻乐见，雅俗共赏。他对各地
的民间传统剪纸认真研究、消化，并融现代审美于创作中，逐
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剪纸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广泛研究民
族文化，在作品中处处见其对民间习俗的独到见解。

申沛农对“美”有自己的理解，明白人民喜欢什么，
艺术家应该表现什么，怎么表现。他用一生心血创作的作
品有极强的生命力，常用常新，永远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在甘肃赏石界，盛爱萍是个石痴。她几
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收集、收藏石
头上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每一块石头上，
都倾注了她的智慧和心血。她让自己的石头
开花——美艳；她让自己的石头有味——能

“吃”。一块块生硬的石头，在她的手里，成为
有生命、有韵味的“活物”。

盛爱萍不仅有丰富的赏石经验，还有深
厚的理论功底。她把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技
巧，巧妙地融入奇石的创作之中，使一块石
头通过配座、装饰，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盛爱萍告诉笔者，在确定创作主题之
后，借鉴中国画或油画构图的表现形式，经
过对天然奇石的选材、雕琢、补画等工序，
将石材粘贴在平板上，创制成石贴书画，再
经过工艺美术处理，根据内容配置上各种形
式的框架，使作品更加完整美观，似如根贴
画、贝贴画、秫秸羽毛贴画一般，给人以新
鲜的美感和韵味。

盛爱萍常说，大漠奇石之奇，不仅在于
它的形态各异，更在于它历经沧桑的真实，
在于它承载历史之厚重。收藏者只能以一个
虔诚膜拜者的角色，凝神静气，品鉴它们的
美。

《簪花仕女图》 绢本设色，无作者款印，亦
无历代题跋及观款。清初鉴藏家安岐在 《墨缘汇
观》 中最早著录该画卷，认为作者是唐代周昉，
后史书皆沿用此观点。目前学界对作者看法不

一。
唐代是仕女画的繁荣阶段。唐以前人物画多

绘历史宗教人物，用以道德教化；随着经济发
展、社会开放以及审美变迁，唐代绘画中的女性

形象逐渐解放，开始展现自身美，出现描绘贵族
仕女宫廷闲适生活的仕女画。

全图共绘有仕女 6 人，分别作逗犬、执扇、
持花、弄蝶状。画面无背景，有犬、鹤、辛夷花
点缀，以表现宫中庭院之广幽。仕女体态丰腴，
发髻高耸，黛眉花钿，衣着艳丽，妆扮服饰皆为
典型的唐代风尚，端庄典雅。整幅画构图层次分
明，大小有序，前后相呼，左右互应，避免了平
铺等距列绘的单调。

唐人重色，本卷设色浓艳富贵而不媚俗。画
家巧妙运用色彩展现了仕女纱罗和肌肤的质感，
传达出柔和恬静之美。精细高古的线条，又体现
了人物简劲圆浑的力量感。在春意盎然的宫苑，
仕女们闲适状态的背后，散发着忧郁、感伤、惆
怅、悲切的愁绪，这与灵动的蝴蝶、犬鹤形成强
烈反差，从侧面反映出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
废的精神面貌。

在绘画创作中，画面的形态美、意匠美常由
对人物形象和神态的刻画表现出来。《簪花仕女
图》 中人物刻画传神，细腻揭示了仕女的内在心
理，使得画卷鲜活，富有艺术感染力。

日前，“心迹刻痕——闻立鹏油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
馆举行，展出了包括 《国际歌》《红烛颂》《大地的女儿》
等大家熟知的130件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闻立
鹏描绘父亲闻一多形象的数张肖像画。艺术家用充满深情
的笔触，将民主斗士悲壮的形象跃然于画布上。闻立鹏表
示，正是父亲以其悲壮的人生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并引导
他走上了学习艺术的道路。

展览大厅的中央，便是闻立鹏的代表作《红烛颂》。谈
到这幅画的创作时，闻立鹏说：“我早就盼望用自己的画
笔，表现父亲崇高和亲切的形象。一次偶然看见桌角立着
一支通红的残烛，脂油的流淌织成了泪痕似的斑痕，堆缠
在残烛的周围，这使我想到父亲 《红烛》 序诗中的那支

‘伤心流泪、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红烛，这正是我要寻
找的意象。”

闻立鹏，1931年生于湖北，1947年进入晋冀鲁豫边区
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油画研究班，1983年至1991年任该院油画系主任，现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据悉，作为 2016年国家美术作品捐赠与收藏项目，闻
立鹏将他的十余件代表作品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馆。

《簪花仕女图》无款 旧题周昉 辽宁省博物馆藏

菊 盛爱萍

闻立鹏“红烛”颂父亲
赖 睿

红烛颂 闻立鹏

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精神

新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工匠精神”
钱晓鸣

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精神

新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工匠精神”
钱晓鸣

自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似乎让人
们发现了一个淡忘的金矿。我们回顾新中国建设的历程，就会发现在各行各业
都体现着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而最为直接、最为突出的就是工艺美术
界。当年，制造业最高的工人技术等级为“八级”，于是，“八级工”就成为了
精工能匠的代名词，也自然就成为一个时代工匠精神的象征。

《工艺美术集》 庞薰琹

纹样陈列 庞薰琹

永远的申沛农
许 涿

生
生
不
息

申
沛
农

□古画品鉴

《簪花仕女图》——

唐代宫廷的闲适生活
汪 悦

林剑丹：笔妙墨精得精髓
董联军

竹石图 林剑丹

盛爱萍的奇石情
胡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