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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青田石雕藝術家、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
人倪東方名字命名的「倪東方藝術
博物館」正式在「石雕之鄉」浙江
青田開館。
據館長劉建武介紹，該館耗時三
年，耗資上億，收藏了倪東方各個
時期的經典石雕作品以及全國各地
的石雕精品，是青田首家民間石雕
藝術博物館，免費對外開放。該館
的成立有助於深入研究倪東方的創
作個性和風格技巧，更有助於全面
展示青田石雕藝術的博大精深，進
一步提升石雕品牌，更好地促進青
田石雕業的蓬勃發展。

以「石」為媒
走向「一帶一路」

博物館展示面積約為3,000平方
米，設置多塊區域，形象直觀地展
示以倪東方為代表的青田石雕的風
采和源遠流長的中國印章篆刻藝術
風貌，在此能夠很好地體驗和玩味
斑駁「石」光。
據介紹，展館分為全面介紹和展
示青田石文化歷史的「史海鈎沉」
廳，多方位展現倪東方人格精神及
其作品藝術魅力的「東方瑰寶」
廳，集中反映青田「三鄉」文化的
「群英薈萃」廳，以及全面展示中
國各個歷史時期印章藝術發展脈絡
的「印田拾珍」廳等。
文化部文化司副司長高政表示，
倪東方藝術博物館的正式開館，標
誌青田縣的石雕產業朝專業
化、規範化和普及化的道路邁進。
青田素有僑鄉之稱，近25萬的華
僑遍佈全球。劉建武說：「現在，

不少久居國外的青田華僑都意
識到青田石雕是我們青田文化
的代表。他們很多人在外海收
集、搶救和保護各類文化瑰寶
的同時也在努力把青田石雕推
向世界，開闢出一條嶄新的發
展交流路線。我們目前已經在
嘗試，通過博物館這一平台，
借助青田華僑的優勢，將青田石雕
文化推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欣賞到最高水平的青田石
雕展示。」

「惜石齋」
主集青田石雕之大成

倪東方自 15歲開始學習石雕技
藝，一生專注石雕藝術，致力於青
田石雕探索，先後創作了一批以花
卉為題材、推陳出新的石雕精品。
他的石雕藝術在繼承傳統技藝、開
拓新題材、表現新時代精神等方面
取得了突出成就。2006年被中國工
藝美術協會授予「中國工藝美術終
生成就獎」。
如今93歲高齡的他仍孜孜不倦地

在青田石雕的研發、設計、製作、
傳承等方面繼續努力。中國工藝美

術協會會長周鄭生評價，倪東方大
師以大美至簡、巧喚石魂的藝術風
格著稱於世，開創了青田石雕題材
創作，創新的顯赫，為青田石雕藝
術傳承和創新作出巨大的貢獻。是
青田石雕藝術界的泰斗級人物。
由啟功為其題寫齋名的「惜石

齋」曾是倪東方作品和其收藏品的
陳列處，堪稱青田石藝的珍寶館。
來自美國、日本、德國、新加坡等
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文
人墨客、工藝美術名家在這裡流連
忘返，留下了「鏤金刻玉、藝奪天
工」、「東方珍寶、世上精品」等
讚語。
據悉，如今「惜石齋」裡的眾多

藏品都已搬遷至倪東方藝術博物館
陳列展出。對此，倪東方表示這也
是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願，能讓更
多人了解青田石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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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不能言最可人
倪東方藝術博物館青田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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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藍瓷亮相西安
讓古文物再現新生命

中國為世界燒製出了最早的瓷器，早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的南方地

區就已經出現了介於陶與瓷之間的印紋
硬陶。在燒製過程中，部分印紋硬陶表
面會呈現出一層像玻璃一樣的薄釉，它
是窯內熱氣流中的草木灰落在坯體表面
在高溫下熔融，自然形成的玻璃態物
質，這便是「釉」的早期形式。是故，
對於翡翠青瓷，高溫一直是成釉的重要
條件，中國科學院教授王昌燧將之喻為
陶瓷製造工藝中「最基本的事」。

草木灰釉的演變推測
「現在到處都在成立新的窯場，但是

我們對於先民的智慧究竟繼承了多
少？」吉州窯古陶瓷研究所原所長伍映
山以自己實際燒造陶瓷的心得為基礎，
開展本次報告。他指出陶瓷燒造向來就
地取材，釉的起源就是先民在燒陶過程
中偶然發現草木灰在高溫下會與胎土發
生化學效應，進而追求這種效果，終於

掌握了基本的釉料配比，才出現了原始
青瓷。
為了探索天然落灰釉的形成，他收集

民間窯場的落灰、民家的灶灰，利用自
己搭建的柴窯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經
過實驗，伍映山發現過去學界所言早期
青瓷只有石灰釉的說法值得商榷，因為
各類植物的灰燼都有不同量的鈣成分，
也就是說，不需要特別費力去添加石
灰，也能燒出釉層。實驗的過程中伍映
山同時發現，落灰不僅能在裸胎上產生
效果，也會在釉面上再次產生效果，可
見傳統草木灰釉的應用層面還有待更多
探索。

類似越窯的翡翠青瓷
不過，回顧研究史，王昌燧又指出對

於定義何氏「原始青瓷」有必要重新考
慮，因「原始瓷」的說法，並不是一個
科學名稱：「1971年，國內組織一個海
外展覽時，有關展品定名涉及鄭州商城

遺址的『瓷器』，當時組
織展覽的法籍俄羅斯人
Vadim Elisseeff認為是『釉陶』（stone-
ware），郭沫若當時就邀請了商承祚、
宿白、史樹青、安金槐、艾利賽夫等一
些專家一起討論，仍無法得出結論，最
終給出折衷說法『原始瓷』，所以說
『原始瓷』是一群文科專家的折衷意
見，並非科學定名。
王昌燧分析翡翠青瓷，認為翡翠青瓷

釉層的鈣含量較少，鈉含量高於鉀，應
是鹼釉。分析窯爐的草木灰樣本成分發
現其中不含磷與鈣，富含鉀與鈉，是成
分非常特殊的草木灰。他也針對翡翠青
瓷的燒造工藝指出，翡翠青瓷屬於長時
間、一次燒成，所以跟越窯一樣，釉層
多見氣泡，燒成過程長導致保溫時間也
長，有利於礦物顆粒充分生長。

洪三雄：珍重今日的藝術
雙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洪三雄以收藏

家的身份，分享了自己對翡翠青瓷的看
法。他認為翡翠青瓷使用了中國已經消
失一千五百年到兩千年的自然落灰上釉
法，可以說是草木灰釉青瓷的新品種。
在洪三雄的眼中，翡翠青瓷是可被收藏

的高端藝術品，因為它符合「真、善、
美」三個條件。說「真」，是因為今次各
界專家前往台東深山，見證了翡翠青瓷的
入窯與出窯的整個過程，並用專業的理論
為之論證。說「善」，是因為何志隆20
年來在不斷的實踐中尋找方法，歷經13
次重建隆窯，燒盡家產，卻屢敗屢戰，無
怨無悔。說到「美」，翡翠青瓷的落灰釉
自然流淌，多層次開片如堅冰一般，若
以顯微鏡觀看釉層析晶，能看到美麗的
花朵，洪三雄認為，我們現在收藏的古
董，其實是過去的當代藝術。「所以我
想提出，我們珍惜今天的藝術，其實就
是收藏明日的古董。」

■■何志隆翡翠青瓷作品何志隆翡翠青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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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翠色之釉一層翠色之釉（（下下））：：
何志隆的翡翠青瓷何志隆的翡翠青瓷

台灣東岸的陶藝家何志隆以台灣東岸的陶藝家何志隆以「「翡翠青瓷翡翠青瓷」」聞名製瓷聞名製瓷、、藏瓷界藏瓷界。。去年底去年底，，河北博物院一行專河北博物院一行專

家赴台東隆窯親考何氏家赴台東隆窯親考何氏「「翡翠青瓷翡翠青瓷」」的燒造過程的燒造過程，，由此行不僅誕生由此行不僅誕生「「青青，，在當下在當下——何志隆翡何志隆翡

翠青瓷展翠青瓷展」，」，專家們更從專業角度切入專家們更從專業角度切入，，進一步深入研究進一步深入研究「「釉釉」」的起源以及傳承的起源以及傳承。。

日前的日前的「「中國傳統草木灰釉的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傳統草木灰釉的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河博邀請河博邀請7070餘位世界各地學餘位世界各地學

者專家者專家，，透過主旨發言形式透過主旨發言形式，，對草木灰釉的燒造原理對草木灰釉的燒造原理，，及發展歷史進行專業探討及發展歷史進行專業探討，，除專業方除專業方

向的探討向的探討，，與會的藏界人士亦分享心中的翡翠釉色之美與會的藏界人士亦分享心中的翡翠釉色之美。。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研討會現場研討會現場

由台灣法藍瓷攜手陝文投華夏文創共同舉辦的
「盛世經典華夏生輝」瓷藝特展日前亮相西安。該
特展以瓷為媒介，展出的多件法藍磁瓷器顛覆了以
往大家對瓷器器型、造型、紋飾、彩繪上的認識，
彩繪內容也不再局限於平面造型，而是將花鳥、人
物、動物、山水、故事內容進行立體展示，每一件
瓷器都變成了一件瓷質的雕塑作品，讓觀眾大開眼
界。
此次「盛世經典華夏生輝」瓷藝特展中的重磅級

展品均由法藍瓷與華夏文創合作開發，聯名出品以
唐代「昭陵六駿」浮雕石刻、《簪花仕女圖》、
「鎏金舞馬銜杯銀壺」等著名文物為設計核心元
素，運用陶瓷浮雕工藝，將具有文化標識和特色的
文物再創作、再設計，開發出一系列具備當代文創
思維的衍生功能性藝術品，讓大眾感受生活化設計
美學，讓古文物再現新生命。在展開當代「新絲
路」文化創意推廣和行業交流的同時，亦借此發揚
盛世漢唐藝術，推動現代生活美學創意。
據了解，台灣法藍瓷此次還展出了一部分深具中

華文化特色的典藏藝術品。其中以《清明上河圖》
為靈感創作的藝術品，設計師集《清明上河圖》各
版本之大成，選取畫卷中後段最為典型的「虹橋」
片段，以畫作中的208人作為主角。透過二次設
計，讓畫作躍然於瓷上，再現經典風華。「八駿奔
騰」則以「八駿馬」為造型，設計出新一代的3D瓷
藝經典珍藏品，八匹駿馬躍然而出，馳騁於峻嶺
間，重新賦予中華文化典故新的生命力。「青蛙王
子美夢成真」則讓法藍瓷首開瓷藝新探險，富含童
趣與想像力的青蛙王子，帶來永不褪色的祝福，打
造出生活中時尚、新奇和有趣的幸運。這些作品透
過中西美學融合的精巧瓷藝，凸顯中華瓷藝作為現
代新絲路文明交流的象徵性意義。

用現代方式完美復現原石刻風采
而在台陝兩地文創機構合作的作品中，以唐代昭

陵六駿為核心元素的「富貴駿騰．唐六駿秘瓷瓷
瓶」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該作品運用浮雕工藝，
形式取自現館藏於法門寺博物館，被譽為「瓷界西
施」的唐代皇家御用秘色瓷八稜淨水瓶，頸部裝飾

大唐國花牡丹，色青似水，靈動潤澤，融優雅、雄
健、華麗於一體，寓意馬到成功，富貴平安，隆盛
千秋。另一件「六駿錦程．唐六駿秘瓷瓷盤」中每
匹馬均採用浮雕工藝，並結合唐代寶相花銅鏡造型
以雲紋襯底燒製成盤，用現代方式完美復現了原石
刻的風采，凸顯出了昭陵六駿雄壯豐肥的肌骨、矯
捷如飛的英姿、神武不凡的氣勢，象徵繁榮昌
盛，前途萬里，馬踏雲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展出的唐六駿秘瓷瓷瓶和瓷盤展出的唐六駿秘瓷瓷瓶和瓷盤

■■展出的八駿奔騰創意產品展出的八駿奔騰創意產品

■■展出的展出的《《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創意產品創意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