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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日前，「真際——唐
寅油畫展」於山東美術館開幕。
本次展覽是繼北京、深圳、廣州
之後，唐寅2016年全國巡展的第
四站，展出「景色、睡蓮、四
季」等三個系列的93件油畫新
作。
唐寅，1974年3月生於中國青
島，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獲油
畫博士學位。現任教於中央美術
學院，近年來多次在國內外美術
館和藝術機構舉辦展覽。
本次展覽呈現的是唐寅近年來
創作的「三部曲」，即「景
色」、「睡蓮」、「四季」，精
選了從2013年到2016年三年來
創作的90多幅作品。展覽策展人
余丁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唐寅畫
的景色，無論是藍天白雲、金光
夕照，還是陰雨連綿、夜半燈
火，無論是白雪皚皚的高山草
地，還是驚濤拍岸的遼闊大海，
都滲透一種心與自然交織和不
由自主的關切。
唐寅的油畫創作多取材於自然
天地間的平凡景物，繪畫風格在濃
烈中見淡雅、在實景中見飄逸，以
立意於東方寫意精神的中西融合作
為藝術創作的終極目的。通過從中
國傳統文化精神中汲取營養，探
索屬於中國人的油畫氣質，最終
凝結成了「意象油畫」的繪畫語
言和表達形式，充分體現了他的
人文素養和藝術情懷。

日前，故宮博物院正式開放西部斷虹橋至慈寧
宮區域，將兩處之間的南北向通道打開，進一步
擴大開放面積。在新開放的參觀區域內，不僅有
斷虹橋和十八槐古蹟是首次向公眾開放，同時區
域內的故宮文化資產數字化應用研究所的VR演
播廳也將面向有組織的學生團體預約觀看，目前
相關方案正在制定過程中，故宮冰窖也將開闢為
觀眾服務區，目前正在進行最後的準備工作，將
擇期開放。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 80%
來故宮參觀的觀眾都是只看中軸線，今年我們要
打開更多通道，用新開放的展廳和更有意思的展
覽，分散疏導客流。讓觀眾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明
清皇家文化。到2020年，故宮博物院將實現『紅
牆內無辦公區』，把紅牆以內整體作為故宮博物
院的陳列展覽、接待服務、觀眾參觀的空間。屆
時，故宮博物院對公眾的開放面積將達到總面積
的80%。」
斷虹橋是一座石橋，位於太和殿西邊、武英殿

東邊，在一條林蔭大道的最南邊。「斷虹橋的年
代為明初或元代，尚未定論。此橋之名，明清未
見記載，斷虹橋為後來之俗稱。也有學者認為，
斷虹橋為紫禁城的前身——元大都的金水橋，原
有三座，明代拆二留一，故稱斷虹橋。」橋是南
北向，橋面為漢白玉巨石鋪砌，橋兩側石欄板浮
雕有穿花龍圖案，望柱為石獅，神態各異，宛然
如生。那隻有名的造型奇特、一邊手撫下腹一邊
抓耳撓腮的石獅子正是坐落於斷虹橋欄之上。
位於新開放區域內的故宮文化資產數字化應用

研究所成立於2003年，應用先進的數字化技術，
保護、研究和展示故宮文化遺產，利用三維掃
瞄、數碼攝影、三維建模等數字化手段，採集、
加工、存儲古建築和其他文物數據，建立故宮文
物的三維數據庫，利用虛擬現實技術(VR)及其他數
字技術，立體再現文化遺產的原貌，全方位推進
數字技術在故宮博物院的綜合應用。
故宮的冰窖建於清乾隆年間，現存4座，為清宮

藏冰之處。位於故宮隆宗門外面路西，呈南北走
向，為半地下拱卷式窯洞式建築。「受捷克克魯

姆洛夫城堡內一家餐廳的啟發，我們將冰窖區域
作為故宮西部區域的觀眾服務區開放，在充分尊
重古建築現存狀況的前提下，結合冰窖的建築特
色進行完全可逆的環境改造提升，讓觀眾在休息
和享受優質服務的同時，對古代宮廷的避暑方法
和冰窖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有所了解。整個區域預
計可以同時容納觀眾近300名，冰窖之外牆下還設
有一條露天長廊，提供了更多休息空間。」故宮
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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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93件油畫新作
亮相山東美術館

故宮冰窖將變餐廳
為觀眾服務

現今不管你走到哪一個市場，紫砂壺
品種琳琅滿目，款式層出不窮，色

澤豐富多彩，但細看，卻覺得越來越同質
化，在香港、深圳茶展會上走一走、看一
看，松、竹、梅題材成堆出現，壺身局部
塑有動物走獸、花鳥魚蟲等層出不窮，並
且有滿身刻入佛經的宗教題材的紫砂壺大
受歡迎，這些紫砂壺在我看來，都不免落
入俗套，流於形式，矯揉造作，而無法風
雅超脫。這些東西充斥於我們的紫砂壺收
藏市場，而少有文質彬彬如君子的儒雅修
養的追求和表達。

紫砂的美學態度
如今物質的豐富與社會的祥和，帶給人

們更多的是對紫砂藝術真諦的追尋，在傳
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紫砂文化精神內涵
的基礎上，創出屬於紫砂傳統藝術表達的
新形式，是現代紫砂從業者的歷史使命。
然而，現在紫砂藝術從表面上看似繁榮，
但實際上表現題材枯燥，表現形式俗套，
無法挖掘出紫砂壺的真實內涵。從古代先
輩時大彬、邵大亨到現代顧景舟，哪一個
是以造型奇特的形式來表達思想？他們的
作品簡單卻入勝，樸素而至深，因此，深
刻地影響中華紫砂文化的發展脈絡與方
向。
本人亦算是一個業內人，做壺之餘也常

常有許多想法，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幾個
傑出的紫砂藝術工匠，都不可避免地會遇
到自己的創作瓶頸與難題，這個難題是知
識涵養，是紫砂技藝，還是藝術美學的修
為，或是人生哲學觀的思辨，我覺得都
是，也都不是，我認為只有作者發自內心
對紫砂藝術的崇拜與敬畏，才能真正做出
曠世之作，只有純粹的心手相一才能發現

紫砂藝術的魅力所
在，也只有創作心念
投射到紫砂藝術的探
索路徑中，像一縷陽
光，成為紫砂藝術家的
指路明燈，讓紫砂壺造型
的點、線、面和諧地表達更
加豐富多姿，就是這縷陽光投射
出了紫砂藝術最耀眼的光芒，從而將
紫砂工藝上升到美學的層次、哲學的高
度、自由暢快的天地，由此尋覓到紫砂賴
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和潔淨空氣，最終成就
獨家的紫砂藝術風格和紫砂工藝體系。

紫砂藝術包含因素
紫砂藝術包含了四大因素：一是紫砂原

料材質的物質因素，這是大自然賞賜給宜
興人民特有的寶貴財富，它能夠表達出原
始肌理美的本質特徵；二是紫砂壺的造型
和表現內容的形式統一，紫砂壺的造型千
姿百態，但無非是方圓之器，形式與內容
的統一構建出美的器物；三是紫砂創作的
依據和思想的創作基因，紫砂界一切可表
達的東西就是文化傳承與創新；四是紫砂
所具有的各種價值因素，包括製作者的行
業地位和對製壺工藝的態度。其中，創作
因素是最關鍵的，它包括了對紫砂材質的
認知，成型的技巧，燒成火候的技術控
制，利用紫砂原料所表現的紫砂形式的內
涵以及所使用的工藝手法，而紫砂造型和
內涵是創作的核心，最為重要。
我一直認為，紫砂藝術是趕不上時髦

的，更不能憑空打造出一個個光宗耀祖的
紫砂流派，我從來就沒聽說過，能憑一些
技術職稱證書，獎盃獎狀，捐贈博物館紫
砂壺等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為，我也不相

信，能用這些與藝術無
關的行為，可以支撐出一位
流芳百世的紫砂藝術家。紫砂技術是千日
之功，紫砂藝術是一輩子的事，能成為紫
砂藝術家的，600年來寥若晨星，屈指可
數，舊時沒有媒體炒作，沒有職稱可以考
試，都是以師徒關係來傳承和發展的。作
為紫砂的行業的推動者和參與者，心嚮往
之，對紫砂有比常人難以割捨的情感，
壺的溫潤內斂及深厚的文化底蘊激勵我
們想要成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充滿藝
德，去追尋紫砂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有義
務去拯救和發揚中國紫砂藝術及其紫砂傳
統工藝遺產。我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紫砂
工藝博大精深的內涵，是我們尊崇和構建
當代紫砂藝術理論的基礎，紫砂藝術的發
展，不一定需要強大資本的運作，亦不需
要太多的人為炒作，紫砂壺的傳統是一種
一脈相承的陶瓷傳統工藝，樸素的工藝語
言詮釋的是「匠人精神」的偉大，帶傳
統與創新的思考，才能走出當前紫砂行業
浮躁的沼澤。
紫砂藝術需要天賦靈氣，需要心手相

一，需要文化涵養，更需有匠人精神。當
一個默默無聞的紫砂從業者，也許並不是
什麼壞事，能堅守自己的職業操守，不虛
偽自己對紫砂藝術的信仰，對傳統工藝有
與身俱有的敬畏，那麼，也許今天你沒
名沒榮譽沒職稱，但只要有創意有技術有
思想，紫砂藝術的陽光一定會照亮你的心
路歷程，最終會讓你的紫砂壺成為優秀的
藝術臻品。我主張紫砂工藝要弘揚「匠人
精神」，對於如何使手藝達到熟練精巧，
匠人有超乎尋常甚至可以說近於神經質
的精神追求，對自己紫砂壺製作中的每一
道工序，力求盡善盡美，要對自己傾注的
精力而展現出來的作品而感到自豪和驕
傲，要相信，那些憑炒作獲得終身榮譽而
其作品經不起時間歷練的東西，將終究被
淘汰，但「匠人精神」卻是永恒的，要知
道「匠人精神」的本質，可以用兩個詞來
解釋：一是「堅守」，一是「認真」，在
我看來，更重要的是當「匠人精神」越來
越被全社會所承認，堅守和認真這兩個
詞，將被整個社會接受和頌揚，把它們融
化到國人的骨髓中的時候，紫砂藝術的春
天將真正到來。

有人說：工藝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和自我之念；好的器物，當具謙遜之

美、誠實之德和堅固穩重之質，美術是越接近理想就越美,工藝是越接近現實就越好……這話用在紫砂

壺上，非常貼切，製壺者與紫砂泥日復一日的相處，創作出紫砂藝術作品，從而產生不能分割的情

懷，這是紫砂工藝發展壯大的動因，在紫砂工藝近600年群星璀璨的歷史裡，「匠人精神」一直是人

們追求的紫砂生命和藝術狀態。 文：張明強（深圳市茶行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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