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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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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苑

好紫砂壶需要掌握六要素

近年
来 ，AR、
VR、MR
等扩增实
境 、虚 拟
现 实 、混
合现实的
沉浸式技
术快速发

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艺
术展览也引入技术元素，“沉浸式数字艺
术体验展”从一个陌生、小众的概念成为
网络热词，在世界各地持续引发观展热
潮。五彩斑斓的光影特效、动态展示的
经典名作、巨大震撼的场景体验……层
出不穷的“沉浸式”数字艺术体验展，能
否满足人们沉浸于艺术之境的期待？

事实上，在数字技术辅助下，一些展
览打着“复原、再现、触摸”经典文物的旗
号，只靠循环播放几个文物动画视频，摆
放几件新媒体艺术装置，就美其名曰“沉
浸式”；一些艺术家以炫酷科技装点空虚

内核，一味迎合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使
美术馆与游乐场无异；还有一些商业机
构举办的“沉浸式展览”，既没有经典文
物支撑，也没有现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而
是单纯地“造景”。一时间，“沉浸式”成
了百搭的展览前缀词，似乎只要运用了
科技手段的展览，都可被称作“沉浸式展
览”。观众可以在布满气球、亮片、投影
的彩色空间里尽情拍照，但除了照片以
外，或许什么也没留下。

这样的展览看似热闹，实则扭曲了
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模糊了“沉浸”的内
涵。沉浸，是一种过滤掉所有不相关的
知觉，完全投入某种情境的状态。沉浸
式艺术体验，其核心在于获得身临其境
的现场感，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通过奇
妙的身心体验，启发观者对人与世界的
思考，深化对艺术情境的感悟。一旦无
法平衡艺术性与娱乐性，展览便面临失
去“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危
险。此外，粗制滥造的“沉浸式展览”蹿
红，可能为一些功底不扎实的艺术家提
供某些“创作”捷径：抄袭知名艺术家的
创作手法、过于注重夺人眼球的视觉呈

现……这样的创作和展览趋势都值得警
惕。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
需求不断攀升，推动艺术与技术深度融
合是大势所趋。在展览中合理应用高新
科技，可将艺术由二维空间解放出来，提
升展览交互性，增强艺术趣味性，有利于
打破以往美术馆、博物馆高高在上、枯燥
无味的公众形象。比如，故宫博物院展
出的《清明上河图3.0》，以国宝级文物为
原型，融合8K超高清数字互动技术、4D
动感影像等技术，充分盘活文化资源，使
观者可在画中神游。又如曾风靡上海的

《雨屋》展览，创作团队通过在天花板安
装传感器等技术设备，使观众所到之处
无“雨”，而四周有“雨”，以此探讨人与自
然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传递创作者的
艺术思考。这些沉浸式展览，以艺术为
本，以技术为翼，不仅满足了人们参与艺
术、体验艺术的需求，更激发了个体对艺
术的探索欲望。故而，展览中运用得当
的技术，能够与艺术畅通“对话”，展现出

艺术丰富有趣的另一面，带领观者超越
时空，感受技、艺融合所带来的真正震撼
人心的精神力量。

想要真正“沉浸”，可以应用技术，
但不能只有技术；可以强调趣味，但不
能只顾趣味。实现沉浸，需要艺术家对
文物底蕴、艺术价值进行深入挖掘，潜
心投入创作；需要策展人发挥展览的组
织优势、叙述优势，赋予艺术作品新的
内涵；需要馆方根据实际情况提供说明
牌、导览等公共教育服务，提升大众参
观满意度；需要商业机构秉持商业道
德，杜绝窃取、抄袭和拼凑，让展览不再
共用一张面孔。

“沉浸式”不应成为泛娱乐化、空心
化的代名词。追求数字技术与人文艺术
最大程度的完美相融，是沉浸式展览的
根本目标。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身处
艺术品数字化浪潮中的美术场馆、文化
机构、艺术家等，不仅应沉下心来，为观
众营造多重感官体验，更应浸润文化，为
观众带去精神思考和收获，如此才能实
现身与心的共同沉浸，保持展览以及美
术场馆的持久吸引力。

“ 丝 绸
之 邮 ”这 个
概 念 ，随 同
中 国“ 一 带
一 路 ”国 际
合作倡议的
实施应运而
生 ，是 新 衍
生的有文化
生命力的集

邮类别与系列。以“邮”见“路”，邮票的方
寸天地表达和宣示了“一带一路”的历史
渊源和实体遗存。

不久前，中国邮政与西班牙邮政联合
发行的《中欧班列》特种邮票面世，邮票融
入 了 火 车
和 中 欧 城
市 地 标 等
特色元素，
寓意中欧班列跨越千山万水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紧紧相连。事实上，丝绸之
路在中外邮票上都留下了丰富的印记，丝
路主题相关邮票则真切地反映了丝绸之
路的历史和现实状貌、内涵与价值。

在中国远古年代，智慧的人民已采撷
桑蚕丝、柞蚕丝和木薯蚕丝，编织日常生
活用品和装饰物。在“国家名片”邮票上，
以中国为主，常有以“丝绸”为主题的方寸
画幅，记载着中国古代的这个伟大发明。

唐代画家张萱的名画《捣练图》，藏于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在2013年中国邮政
发行的“中国古代名画”系列邮票上，人们

可一睹其艺术风采。这幅工笔重彩古画，
刻画了唐代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图中
十二唐女，按工序分成捣练、络线、熨平、
缝制场面。她们凝神专注扯拉丝绢、后退
微仰的形态，体现出画家对于细节的观察
入微和描画生动。全画线条工细遒劲，设
色精雅富丽，其“丰腴体”的人物造型，表
现了唐代仕女的典型风貌。

丝绸在生产和织造中，可衍生出绢、
帛、锦、绣、绫、罗、、绮、缣、等工艺。在
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上，亦可见中国传统
丝绸织造工艺的悠远与绝美。

1989年的《马王堆汉墓帛画》邮票与
小型张，完整地再现了汉代早期织物丝帛
的质地和美感。2011年中国邮政发行的

《 云 锦 》邮
票 ，极 为 精
美地将云锦
工艺织物再

现于方寸邮票之上。《云锦》邮票将精美的
“真金团龙”“一品鹤补”“吉庆双余”三幅
经典丝锦之作，精印在三枚邮票和一枚小
全张上，方寸空间体现了“云锦”璨若云霞
的绚烂瑰丽。

在丝绸之路所途经和抵达的一些国
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织造的深远影响，
一些国家在以丝绸为主题发行的邮票上，
就有刺绣工艺的展现。如1994年土耳其
发行的《刺绣》邮票和英国1976年发行的

《中世纪刺绣艺术品》邮票，皆以丝绸衍生
的工艺技艺——刺绣为主题。

“丝绸之路”名称本身就负载了“丝
绸”这个最具中国特色
的实体。因此，以丝绸
及其衍生的丝织工艺
为主题的邮票，实际上
正是现代“丝绸之邮”
诠释古老“丝绸之路”
的一个见证。

大音希声 时代先觉
——读《梅尧臣传》

兰州太平鼓是当地一项具有浓郁西北风情的鼓舞，距今已有
六百余年的历史。

近日，“第七届兰州国际鼓文化艺术周暨第八届兰州国际民
间艺术周”新闻发布会在兰州市委宣传部举行。本届艺术周活动
由兰州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兰
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小平介绍了艺术周整体情况。

本次艺术周的主题是“鼓动世界 鼓舞兰州”，旨在通过世界
各国和国内各地区不同的鼓舞艺术展演，加强兰州与世界的文化
艺术交流，促进兰州的对外开放。本次活动邀请了来自西班牙、
俄罗斯、韩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刚果
（金）、巴西、拉丁美洲等四大洲10个国家的鼓乐团队以及山西绛
州鼓乐、河南开封盘鼓、安徽花鼓灯、河北常山战鼓、延边朝鲜族
长鼓、潮州大锣鼓、傣族象脚鼓、佤族木鼓、藏族背鼓、新疆手鼓
10支国内不同城市的鼓乐表演团队。

据悉，艺术周将于8月16日在兰大医学院体育场举行开幕仪
式，活动为期三天，由中外鼓乐团队联袂表演的开幕式、五彩斑斓
的花车巡游、霓虹琉璃的夜游黄河、铿锵有力的打鼓英雄汇、纵论

“一带一路”的鼓文化沙龙、精彩纷呈的闭幕式六项主要活动。

“‘白发学童’又获奖了！”五月中旬，李
世荣获得2019首届“锦绣中华杯”绘画类一
等奖的消息在平凉市、崇信县朋友圈、微信
群里传开。

近日，记者走进李世荣家庭的现实生活
中，探寻“白发学童”追梦绘画艺术的来龙去
脉和心路历程，也了解到其中一些鲜为人知
的故事

今年69岁的李世荣是崇信县黄花乡凉
水泉村人。1972 年 3 月。李世荣有幸被聘
为本村的民办老师，大半辈子就专注了教书
育人这一件事。

追梦：退休教师转身“学童”
2005 年，在乡村校园躬耕了 33 年的李

世荣，退休后又迷恋上了绘画。多年从教有
着扎实美术基础的他不甘寂寞，重新拿起画
笔，自学工笔人物画。家里小卧室就是他的
画室，家中绘画用品一应齐全，屋内时常笔
墨飘香。不论是画人物、画山水、花花草草，
对“白发学童”李世荣来说，都是一种艺术享
受。

2007年，李世荣和老伴南下，来到风景
秀丽的江苏省无锡市，帮女儿女婿照看小外
孙。无独有偶，当李世荣得知无锡市老年大
学有个美术提高班和创作班，就慕名前去参
观，后来报了两个班的七门课程，有幸搭上
了学美术专业的末班车。在无锡老年大学
三年的学艺期间，李世荣如鱼得水，虚心受
教，刻苦学习，在美术名家、教授、专业老师
的传授下，每天都能感到自己在进步。他以
小外孙为“模特”创作了工笔人物《宝宝的天
地》，画的是小宝宝趴在床上，手摸皮球玩
耍，萌萌的喜悦情绪被刻画的细腻传神。这
幅画作得到授课老师的大加点赞。“白发学
童”李世荣在学习绘画的 3 年多时间里，创
作工笔人物画600多幅，绘画出各类大小人
物 3000 多人，也因此获得绘画创作班学员

“银枫奖”。
真情：描绘《芮鞫农贸图卷》

退休后的李世荣有一个习惯，平时随身
携带一个小本子，一架相机，背上画夹，去崇
信县城的街道、农贸市场、乡镇农村兜兜转
转，观察过往路人的穿着打扮、表情神态，捕
捉亮点，随时记录生活点滴，形成资料库。

在创作时，这些积累素材能
够让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展
现在画面上，使得人物刻画
更加细腻、传神、个性化，而
不是浑然不觉地重复自己。
正是来自生活中的有心积
累，“白发学童”李世荣的画
作充满了生活趣味。

琳琅满目的日用百货商
品、美味可口的小吃、繁荣兴
旺的农贸市场，交易红火的
红牛集市、车水马龙的乡镇
街道，摩肩接踵的人群、川流
不息的车辆。人与人之间和
谐相处的现实生活感染了
他，因此动笔创作乡村振兴的人物图景。从
收集素材、创作、按类别绘制、每一个细节，
李世荣都一丝不苟，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幅
人物图景的绘画创作。

受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启发，
“白发学童”李世荣历时三年，六易其稿，精
心描绘完成长 19 米、高 0.6 米的《芮鞫农贸
图卷》。全卷分为17个农村集贸图景，整个
画面出现人物 196 人，物品图景 130 多个，
图卷反应当今乡镇繁荣兴旺的农贸市场，
在尊重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李世荣用画笔
把乡村振兴、市场繁荣、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的场景描绘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活灵
活现。民众观赏后纷纷点评、赞不绝口，念
念不忘。称其风俗画《芮鞫农贸图卷》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创新，很接地气，似现代版
的《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绘画出让人共
鸣的人物图景，“只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

奋斗：创作个人工笔画集
专注工笔人物画创作十年后的 2015

年，“白发学童”在平凉市职工文化博览中心
展出“家在龙泉——李世荣风俗画展”,集中
展示了他十年来的绘画成果。“白发学童”李
世荣的工笔人物画从此在平凉画界崭露头
角，迅速走红报刊、电视台和网络媒体。随
之，向他求画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有老板
出资 10 多万元收藏《芮鞫农贸图卷》，他舍
不得出售。

李世荣说，创作人物工笔画，需要准确
把握人物面部的比例，寻找人物的特点，这
样才能描绘得更形象、更传神、更逼真、更生
动。

每到寒暑假，“白发学童”李世荣就把喜
欢绘画的小学生聚集到县文化馆的一间房
子里画画。在他的辅导和影响下，小学生的
绘画技艺提高的很快。绘画培训班虽然很
小，却是小学生们的乐园、学习艺术的大本
营。培训班开办十年间，已培训出300多名

小画家。有10多名学生已从美术院校毕业
后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我笔画我心，我笔抒我情。绘画不是
简单的表现美，对于我个人而言，画画如同
饥饿之时的丰盛大餐，寒冬腊月里的暖被皮
裘，苦闷寂寞时的良师益友”。李世荣说。

十年来，“白发学童”李世荣一直奋斗在
追梦、圆梦的路上，创作出了带有泥土芬芳
的《祖国母亲》《虔诚》《欢天喜地》《繁荣的农
贸市场》《自乐班》等有影响力的绘画作品，
这些画作里有活泼可爱的婴幼儿，俏皮玩耍
的小孩童，农家书屋里如饥似渴读书的农民
群众，辛勤耕耘在希望田野的农夫；吸着旱
烟锅、悠闲自得拉着二胡、吼着秦腔的老爷
爷，跳广场舞的老奶奶、大妈等带泥土接地
气的工笔人物画，是李世荣最为得意的精品
画作。

如今，年近古稀的李世荣始终热爱着生
他养他的黄土地，热爱着风俗绘画创作，以
一颗平和的心态发现美、记录美、创造美。
使自己的追梦人生不老，艺术常青，生活丰
富多彩。随着工笔人物画作被甘肃省委宣
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日报社等六家单位
联合编辑的《院派经典——当代中国美术书
法作品大赛作品集》收录，“白发学童”倍受
鼓舞，创作热情很高。人物工笔画在 2019
年全国首届“锦绣中华杯”大赛中斩获一等
奖；数十幅工笔人物画被县文化馆、书画家
名家收藏。“白发学童”李世荣的人物工笔画
一时声名鹊起。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奋斗目
标，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计划今年出版个人
的工笔画集，目前正收集整理在报刊公开发
表和获奖的画作，有望在国庆节前正式出版
发行，圆了他的出书梦想。

从讲台到“白发学童”，从习得艺术到献
身艺术，朝着这个奋斗目标，对绘画艺术的
执着追求，是李世荣内心深处的一缕精神血
脉，支撑着他走过漫长的乡村生活和艰苦岁
月，直至繁花盛开。

“白发学童”李世荣：追梦的人生不会老

“沉浸”不能泛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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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庭瑞

收藏

□李近朱

邮票艺术中的丝路文明

“陶尽门
前土，屋上无
片 瓦 。 十 指
不沾泥，鳞鳞
居 大 厦 ”，这
首 由 北 宋 现
实 主 义 诗 人
梅 尧 臣 创 作
的《陶 者》曾

进入小学语文教材，如今可谓家喻户晓。
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极不得意，而在诗坛
上却享有盛名，他怀着无限的悲愤、苦闷、
渴望和痛苦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激动人
心的诗篇。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
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
通，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除了《陶者》外，
与之类似的还有《田家四时》《伤桑》《观理
稼》《新茧》等。

梅尧臣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关心现实的
文章，源于他为官期间经常深入乡间百姓
家微服私访，与农人、与烧瓦匠、与贫妇交
谈，了解民间疾苦，还亲自赶赴山林大火现
场，洪水泛滥的溪流进行实地察看。悲愤
出诗人，面对民生多艰，相信每一个有良心
的文人都不会袖手旁观，而诗歌就成了他

们鼓与呼的武器。梅尧臣的诗以风格平
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他对开辟
宋诗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宋诗

“开山祖师”。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称梅诗

“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还说自己的诗
歌不如梅尧臣。欧阳修的赞誉应该是名副
其实的，两人从青年时期即为好友，只是梅
尧臣的仕途没有欧阳修顺利而已。诗人是
时代的先觉，在战争的年代里，他站在前列，
在和平的年代里，他歌颂得嘹亮。他的丰富
而深刻的感情和他的身世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倘使我们对于他的时代和身世没有切
实的体会，怎样理解他的作品呢？著名传记
作家朱东润认为，诗人不是政治家，在历史
记载里不会留下沉重的踪迹；他又不是哲
学家，没有长篇大著发挥他的惊人的宏
论。因此我们对于诗人的理解常常不够。

我们如果不知道诗人的时代和身世而
仅仅从一字一句、一联一韵去探求，诗人在
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是时代的先觉
而是韵律的工匠，这样就不会得到正确的
认识了。朱东润认为，诗人是需要写成传
记的，这样我们对于他的作品才能获得进
一步的理解。朱东润长期关注梅尧臣成长

历程及诗文创作情况，他所著的《梅尧臣
传》包括“主簿的才华”“穷而后工的诗人”
等九章，生动地描述了北宋诗人梅尧臣的
身世遭际，剖析其作为宋诗“开山祖师”在
诗歌创作上的特色和成就，也记载了他与
当时文坛名流钱惟演、欧阳修等唱和往来
的轶事趣闻，对于读者研究梅尧臣、研究古
代诗歌的发展道路有很大的帮助。

朱东润肯定了梅尧臣用诗歌来表达对
人民痛苦的同情，但是他也指出梅尧臣并
没有提出解决痛苦的方法。他甚至认为
这是天命，无法改变这种痛苦的命运，最
多也只能吁请神道接受纤夫的恳求，给他
们让出一条生存的道路。这自然就是时
代的局限了。在梳理梅尧臣生平的同时，
作者也谈到了北宋朝廷的内外政治斗争
以及同契丹、西夏的对峙形势等，这些因
素都在梅尧臣的诗文中有不少反映。与
同 时 代 的 韩
琦、范仲淹、欧
阳修等士大夫
对比，作者认
为梅尧臣的书
生气要更浓一
些。他对人对
事总是有一套
立身准则，成
败利钝在所不
计，这也许是
梅尧臣仕途不
顺的原因吧。

收 藏 市
场中，藏友们
对紫砂壶的喜
爱可以用经久
不衰来形容，
有的藏友只是
为了把玩看到
外形较好价格
适中的就买下
来了，而有些

藏友则注重紫砂壶的潜在价值愿意为了升值
空间多投入资金，其实对于不同题材不同意义

的紫砂作品只要掌握要素就能选到心仪的藏
品。

第一：是紫砂原料也就是紫砂泥，紫砂泥
是紫砂赖以生存的基础，紫砂壶的泥料要用优
质的泥料，不添加任何东西，更不能用其他的
泥料替代来做紫砂作品，一定要用纯正优质的
紫砂泥来做紫砂壶。

第二：“型”即造型，“型”是外在，神是内在，
“型”是紫砂壶外在的东西紫砂壶能把人的神情
心态与艺术感受融合在其中，在创作紫砂壶造
型的时候艺人有一定的创作情感艺术题材，选
择和特殊的构思这也造就了独特的“型”。

第三：“工”即紫砂做工，现在的工艺在继
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目前的紫砂工
艺已经比较精湛，口盖严密器形规则方正，口
盖出水，嘴把钮之间的切割线都在一条线，做
工精细、精致、精良，不仅仅是指做工精细，还
要有一种精神面貌的东西在里面。

第四：“款”紫砂不单是一种紫砂工艺艺

术，还包括书法、绘画、篆刻、镶嵌等艺术形式，
通过与名家书法、绘画、镶嵌工艺师、漆雕工
等，相结合工艺品的艺术价值自然会物以稀为
贵，价值倍增。

第五：“功”即功能性，陆羽在《茶经》中提
到水为茶之父，器为茶之母，由此可见一斑现
代泡茶用紫砂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紫砂壶绝
不仅仅单有冲泡的功能，还有欣赏造型铭刻等
艺术结合价值，这些都是作为收藏的要点，此
外，“功”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求来定，每个
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

第六：“名”紫砂艺术跟作者的知名度职称
也有挂钩，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紫砂
作者的“名”也是一个考量的标准。

最后，还要告诫各位藏家，不要太注重外
在颜色，也不要想着便宜捡漏，应该踏踏实实
地从上述六方面入手紫砂壶，这六个要素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只有从这六个方面入手考量
才能找到合适的作品。

□郭惠民

□彭忠富

□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