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說2012年施坦威「龍韻」
鋼琴的價格是田家青作品的

「段位」標示，倒不如說這一時期
拋開「簡」、「繁」，拋開「術」
的束縛，是田氏傢具思考時期。

德國施坦威鋼琴的總經理兼亞洲部總
裁胡斯曼(Werner Husman)隨中國音樂學
院一位副院長到田家青家做客。臨走的
時候，胡斯曼問他：「能不能為施坦威
做一架有中國風格的鋼琴？」之後胡氏
的三顧茅廬，才有了這場中西對話。

除了汲取龍的概念，在側板上醒目地
製作一個他自己心目中的龍圖騰，還取
自中國古琴的意蘊。他將鋼琴譜架兩側
的平台改以檀香木製作，把它們變成可
開合的「題跋冊頁」。他還依據中國古
琴桌的形態，為這架鋼琴設計製作了一
張琴凳以及扇面形的譜架。田家青在扇
形譜架上採用了活插結構，每片扇骨都
能自如拆卸。

田家青說：「人們總是推崇『老師
傅』，實際如同競技體育一樣，人過30
歲後手工製作能力就下降，之後會更明
顯。但是有過很強動手能力的人，思想
和創意會越來越豐富，同時他也能知道
怎麼去做，會終身受益。而且對學術研
究而言，實踐水平直接關係到研究的深
度和成就。」

2012年的「龍韻」鋼琴，是包含古韻
的明式傢具和西方鋼琴的手工對話，沿
承了他30多年沉澱下來的審美和製器
觀。從修復明清傢具開始，田家青由習
匠而做學，走上收藏、研究、製作、設
計之路。

用精神說話

在田氏眼中，他的傢具首先應是藝術
品，要具備明式傢具的內涵和精神，又要融入當今設計者
的思想。「以前的明式傢具很多也是工匠在文人指導下製
作，每一件傢具都融入了他們的性情品好。」田家青說。

「其實工藝並不是最難的，只要有窮盡一切的精神，你一
定可以做到。難的是創新，而有創新的精神更難。」

田家青說大家都認為明代傢具做工最好，很大程度上是
人云亦云。我看過、修復過較多的清宮紫檀傢具，證明清
代傢具在做工和結構方面實際上都有大的發展，製作上出
過極品。清代宮廷傢具，一件東西有時能做上幾年，重器
用幾十年。「老師傅善修復，圓明園裡那些殘損的宮廷傢
具，他們能給攢成一塊兒，還有一個本事就是殘件改做，
改得好的連行家都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真從頭設
計、做成一件完整的能在歷史上叫得住勁的東西，我沒有

見到過。」
老師傅們給田家青留下了許多終身受用的東西。技術

好、做功夫的人謙和有禮，含而不露，知識娓娓道來，
一個刨子也能說出好多故事。「木匠最大的本事其實在
於做工具，把工具做好了，自然能做傢具。西方用石頭，
中國用木頭，木頭無所不能，學會了這個，再有腦子和巧
手，就可以把這事兒做好了。」田家青手指中間的骨節特
別大，這都是因為常年做活苦練。他說，最難練是基本
功，比如鑿卯，功夫不好，你可能掄三十斧子才鑿出一個
卯來。「傳說古時的好木匠掄三斧子能鑿出一個卯來，還
不能砸到手。我試過，鉚足了勁，斧子不砸手不難，最難
的其實是掄進去了拔不出鑿子來，三斧子鑿卯是絕技。」

以神品味

傢具還有更多東西在工藝之外。「早年看到一件古代傢
具，趕㠥分辨用什麼料、什麼結構，工藝細不細，爬到桌
子下面去看有沒有修、改，手電筒和顯微鏡都上，實際上
這種鑒賞層次是很低的，且最容易上當受騙。」見得多了
以後，自然會從傢具裡看到地域和人群的特性。他說宮廷
傢具貴，貴的一定有其道理，行家一眼就知道它後面是一
個集體，一個人是做不出來的。

他舉例說，梳妝匣子從清中期到清晚期在北方地區是一
個標準架構，無論貧富，各家嫁女必須得有，所以能從中
看見巨大的社會差距：最差的是把幾塊未經處理的木板簡
單釘起來，是當爹的人都能用菜刀給剁出來；稍好一點的
上漆、加點銅活，家裡富裕首飾多的，形式複雜些，抽屜
也多，再講究一點的大戶人家用花梨、老紅木。他在寫

《清代傢具》一書的時候，收入過兩件皇家造辦處做的梳
妝匣子。「做一個匣子恨不能打盡天底下能搜羅到的美材
木料，飾百寶嵌，銅活的鏨花鎏金，結構繁複無比，超過
想像。」

等見過的傢具再多一些，加上自己掌握製作工藝，看一
件東西，就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他說，有一次見㠥清
中期的一個小炕桌，從正面看「味」足極了，尤其腿兒彎
得漂亮。然後翻過來細一看，他就全明白了，這是一
個極聰明而且極精明的人做的活，把好東西都擱
在上頭，偷手省工的事兒都擱
在暗處。「你看到一個極有天
分和手藝，但是聰明機靈過
頭，頗不實誠的匠人。」還有
的傢具，他一看見就知道是書
呆子幹的活。「有個香港的收

藏家，收了十幾個圓角櫃，
其中有一個相當典型，就是
一位明代的書呆子做的，每
個榫卯都用文字做了記號，是用毛筆寫的，字好到絕對讓
現在的書法家看了汗顏。他費了十倍的勁兒，可櫃子還是
晃晃悠悠，人家三斧子他恨不得掄二百斧子，能從其招招
式式裡看出很多幼稚和學究氣的地方。」田家青說，現在
看到有的仿造的器物，有人就會問，這哪兒不對呀？「其
實它們往往不是哪兒不對，而是沒有哪兒是對的。你能透
過這東西，看到後面的人就是一個現代人，現代社會的氛
圍和浮躁，越是細節暴露得越明顯。」

「實際上，鑒定古代藝術品和設計相像，如果只看形，
那永遠在一個低層面，你看不到社會，看不到人，看不到
傢具所折射的社會背景。什麼時候突破了形，抓到神，才
能發現內在的東西。」

田家青剛開始做現代風格明式傢具時，給這個系列起了
個名號—明韻。沒過多久，「明韻」兩個字被人用在各
處，他就不用了，改為「家青製器」。

田家青早先製作傢具，無論「明韻」還是「家青製器」
系列，都還在古典傢具的範疇之內，慢慢他就想試㠥走得
再遠一點。他要走一條從明清傢具延伸出來的路，而非亦
步亦趨走古人路，「但傳統製器的核心精神和理念沒有
變，比如說精湛的純手工工藝，嚴謹的榫卯結構，比如把
木頭看成人，與之平等相待，讓它變成有生命力的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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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藝

香港佳士得今春將呈獻出自劉國鈞（1887-1978）珍
藏的敬修堂藏中國書畫。重點之一是敬修堂藏的張大千
大型立軸四幅重彩水墨畫《荷塘野趣》，估價一千萬至
千五萬元。畫作構圖氣勢磅礡，荷葉參差呼應，對比中
見和諧；大塊面色墨的荷葉與纖細的荷梗穿插交叉，又
以尖尖的小荷襯托，對照㠥盛開的大朵荷花，使畫面此
起彼落。

中國古代及近現代書畫部專家游世勳先生講解張大千
這幅《荷塘野趣》時，告訴記者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他說我們當時在猜想為什麼畫家在四幅畫作上面都有題
字呢？原來因為畫家作畫於1947年，時值國家動亂時
期，當時的藏家認為如此混亂之局，萬一四條屏掉了一
件兩件，那就難以成局，所以邀請張大千在後面每一張
上都題寫名字。「因為畫家的名字很明顯是後來才題上
去的，所以當我們的專家們捲畫的時候，看到題名處畫
作的背面滲出有一些墨跡。」

「我有時候告訴客戶如何欣賞這幅作品呢，就是你可
以試試看用手遮住一張，或是兩張，都仍可得到一很完
整的構圖，並不會因為少了其中一兩件而失去整個構
圖，這就是非常難的一個部分了。」我們所知道在1980
年左右，有一個雜誌叫做《讀者文摘》，當時在國外向
張大千定製了一套荷花，當時的價格大概是60萬美金，
已是非常驚人的一個價格了。

中新社電 上海朵雲軒拍賣有限公司台北辦事處本月19日下午正式成立。這家成立於1992
年的大陸首家專業藝術品拍賣公司希望通過該辦事處的成立，加強與台灣藝術界的交流與合
作。

劉金旺表示，朵雲軒與台灣藝術界的交流已有近10年，台北辦事處的設立，將更加方便與
台灣藝術家交流、聯絡以及進行服務。「辦事處是一個起點，希望今後能夠更好地推動兩岸
文化交流，舉辦畫展、藝術展，組織畫家交流，讓兩岸藝術界關係更加融洽。」

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台北辦事處成立

繼去年在香港秋季拍賣首度推出名為「閱墨」
的中國當代水墨畫展後，佳士得於今年二月在
紐約舉行了首個同名私人洽購展。這一類別的
私人洽購展將於5月23日至27日春季拍賣期間移
師香港，繼續呈獻多位藝術家的力作，包括李
華壹、劉丹、徐冰、谷文達、楊詰蒼、秦風、
鄭重賓及邱志傑。

在香港推出的「墨墨相連—源起當代中國水
墨」私人洽購展，將拓展其展出範疇，帶來六
位六十年代後香港當代水墨畫先驅的作品，包
括了呂壽琨、周綠雲、陳福善、劉國松、王無邪及梁巨廷。這六位藝術家作為新水墨藝術發
展的引導者，為這種已歷千年的中華藝術帶來新方向。

「墨墨相連—源起當代中國水墨」
私人洽購展今春來港

敬修堂的張大千《荷塘野趣》

佳士得春季拍賣2013——中國古代及近現代書畫
中國古代書畫， 5月27日，上午10時

中國現代書畫 I，5月27日，下午3時

中國現代書畫 II，5月28日，上午10時30分及下午2時30分

「墨墨相連—源起當代中國水墨」私人洽購展，2013年5月23日至27日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小書架及田家青著作

尺寸：高 33cm;寬 65cm;深 38cm

2013 嘉德拍賣　

■田家青與老師王世襄

■《明韻：田家青設

計傢具作品集》

■敬修堂藏中國書畫　張大千《荷塘野趣》（局部）

設色紙本　 四屏通景　1947年作

估價︰10,000,000-15,000,000港元　1,300,000-1,900,000美元

■清乾隆 紫檀圓明園羅漢床

尺寸：215 × 147 × H 80

拍賣紀錄：紐約佳士得2004年9月

秋季拍賣會 Lot 24 ，USD$ 8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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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家青製器」專拍中，

一個《小書架及田家青著作》閃現

排場，書架簡約可愛，搭配田家青

先生12冊著作，包括清《清代傢具》

首版，最後拍出6萬9千人民幣，讓

人想起去年田先生手造施坦威「龍

韻」鋼琴，690萬的落槌價讓人認識

了「家青製器」。而田氏對於傢具造

作的認識是「把木頭看成人，賦予

它生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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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青作品：龍韻「中國壬辰年

特別紀念」施坦威鋼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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