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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手工艺回归当下生活
——访纤维艺术家覃大立

□侯俞伊

当下，随着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如何继承和

发展传统手工艺的话题备受关注。竹藤编织作为

一种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形式，承载着世代中国人

民的文化智慧、坚韧品格与审美情趣。它们不仅

传递物质的结构，更是生活情怀的投射，是生产

技艺的传承，亦是社会变迁的见证。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纤维艺术家覃大立的工

作室位于学院的老校区内，不同于围墙外的熙

攘，校园里清幽安静，白千层树林立，树冠如同纤

维的经纬线，纵横交错连成一片片林荫。覃大立

从这里出发，以传统编织为切入点，进行了传统

的“现代”转化，巧妙地编织出令人惊喜和感动的

艺术空间，在竹片、藤条、木皮的转折起伏中，焕

发古老技艺的独特美感，营造了一个沉着、广大、

深远的当代纤维艺术的世界。

侯俞伊：您对纤维艺术的兴趣和探索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契机激发了您对篮筐编织

技法的新思路和实践？

覃大立：1984年我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

国美术学院），师从纤维艺术家施慧教授和保加

利亚纤维艺术家万曼（Maryn Varbanov）。

1988年毕业就来到了广州。一开始是在广州纺

织局下设的纺织大学负责服装课程，后来到了深

圳一家大型的服装厂从事服装打版工作，1990

年代调到广州美术学院任教至今。

近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正在

广州举办，说来我跟广交会也有一段不解之缘。

20世纪初，广交会开始提倡商家做“中国创造”，

并效仿米兰家具展等国际展会，在会场留了三四

百平方米的展位作为“新品廊”板块，我与学院装

饰艺术系的几位老师受邀参展。当时有国外厂商

向我们提出，能否做一些篮筐编织类的产品。在

那之前，我并没有编过篮筐，广美只有编地毯、缂

丝和编结等编织课程，全国的高等院校也都没有

篮筐编织这个课程。我虽没有篮筐编织的经验，

但却认为艺术领域很多东西是可以“嫁接”的，原

理互通，只是材料不一样。

万曼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就曾强调，要通过编

织本身阐发思想、表达材料自身的美感；只有了

解常态的编织是怎么回事，才有可能去创造新的

编织。一本北美的工艺美术画册给了我一些创作

灵感，我根据不同材料的特点，对传统的编织方

法进行创新，创作出了一些作品，在“新品廊”上

引起不少客商的注意。

接下来几年的广州春季和秋季交易会前夕，

全国一些大型出口企业，包括山东、江苏、安徽、

广西、福建等地，都会组织一批师傅来跟我学习，

其中不乏有三四十年从业经验的资深工匠。一开

始我只是给他们开讲座，后来就办培训班教大家

怎么制作。

每期培训班只有一个星期时间，我对师傅们

的要求是要做他们原来的工艺里没有的东西，例

如毛刺针和刺猬针。师傅们表示不会做，也不理

解为什么做这个。我通过讲解制作原理和做示

范，他们很快学会了，且比我熟练得多。经过改良

的产品一经推出，就吸引了广交会外国商家的争

相购买，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工人师傅

们也对我“服气”了。

侯俞伊：在您看来，工人师傅们有多年的制

作经验，为什么却做不出所需的新产品？

覃大立：因为他们对材料的认识大都已形成

了思维惯性，前人是怎么教的，

他们就怎么学。在他们的经验

里，织法就是“扁平”的，想不到

可以把材料裁断成一节节的，

或者动起来，或者绕圈，制作出

立体效果。我们传统的竹编器具

是日常使用的，所以要把收口藏

起来，以免划伤手，但换个思路，

当竹编的使用价值发生转变，从

生活必需品变成具有艺术欣赏

功能的非生活必需品时，收口是

否光滑就不再重要，只要整体形

态是独特的好看的，有点扎手也

无伤大雅，反而会跟机器生产的

工业化产品的平整圆滑形成对

比，具有了手工艺产品特有的人

的气息。我认为这就是设计的意

义，设计师需要负责审美并解决

技术问题。

侯俞伊：2018年，您主持的

一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在广州

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

美术学院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四所高校开展了“编织陈设”教

学工作坊，受到各界好评。当时

您提出了“让传统篮筐编织融

入当下生活”的理念，在您看

来，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促进

和实现“融入”？中国传统手工

艺在当代艺术语境下要如何实

现复兴？

覃大立：我们在讨论传统

手工艺振兴时，我认为最根本

的问题在于，不能简单地将传

统手工艺视为需要特殊保护的

“熊猫”，或是像对温室中的花

朵那样呵护。相反，我们的目标

应该是让传统手工艺回归到自然的状态，让其真

正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在传统手工艺振兴的过程中，我个人最强调

的一点是使用方式的设计，即需要设计出符合当

代生活方式和现代审美需求的产品和艺术品。例

如熟练工人用三四天编织出来的一个篓子，市场

价也就几十块钱，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无疑是高

成本低利润的。篓子的原始功能是洗菜，但现在

的塑料篓子、不锈钢篓子，哪个不比竹编篓子便

宜好用，传统手工艺者如果再去做一些只具备实

用性的生活必需品的话，恐怕很难在市场竞争中

立足。但如果把竹编篓子的功能转为装饰，满足

人们的审美和精神需求，赋予它新的使用方式，

利润相对也会变高，我们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市场

需求和购买力。起先有一些手艺人认为，手工艺

要跟工业文明抗衡，这是很不现实的，只有将生

产成本与销售价值对等并能创造利润，行业才可

能存续乃至发展壮大。

以“自救为主、扶持为辅”的原则也至关重

要。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依赖政府扶持等外部力

量，而是需要考虑如何让传统手工艺自身变得更

为强大。这就需要传统手工艺与现代产业化的生

产方式相融合，吸收现代新技术和观念并学习现

代的营销方式，从而使传统手工艺更好地适应现

代社会的需求。

侯俞伊：近些年您做了不少装置艺术和大型

空间造型，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创作过程是怎

样的？不同领域的创作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

乐趣？

覃大立：如今的艺术创作越来越注重技术的

独特性，而技术的独特性需要同时具备不可替代

性。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将传统编织与现代技术

相结合，即便是对艺术不太了解的人，也能够感

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完美交融。在我看

来，这种融合需要巧妙处理，我更愿意从内部进

行改革。通过对编织的本质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同时强调装饰元素与功能构建的融合。例如，竹

藤草编、缂丝、编结等传统工艺在线性和编织性

方面有独特的表现，可以成为表达当代线性美和

复杂结构的媒介。

侯俞伊：您会选择用哪些方式来表现纤维材

料的本体属性？

覃大立：线性、柔性、编织性等特性可以看作

是艺术语言的元素，通过这些属性可以创造独特

的视觉效果。比如在纸艺中，可以通过折叠和层

叠的方式凸显纸张的柔性和可塑性。良好的通透

性也是纸的特点，作品表面可以做出很多肌理，

用玻璃钢也很难达到类似效果。我有一件作品叫

《无源之明》，就是利用纸透光的特点，内置光源

来展示纸纤维的独特美感。

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则是另一

个关键。在传统工艺中融入现代元素，也包括在

现代艺术中保留传统的技法和形式。我不是做雕

塑出身，做过的雕塑数量不算太多，但我的雕塑

作品与别人不一样，都带有纤维艺术的语言。比

如去年我在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展出的作品《无

相之岩》，就是用的中国民间传统竹编“六角针”

的编织方法，融入本人自创的多曲面无龙骨成型

法，来演绎六角针特有的镂空透层之美。

侯俞伊：您如何理解模仿和创新的关系？

覃大立：艺术界一直在探讨艺术生活化和生

活艺术化的问题。当然谁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

但我认为，作为学院派的艺术家，至少要有一些

独特技术，不论是造型方面还是技法方面的。像

赵无极先生，很多人模仿他的抽象画都不得要

领，因为没有人见他展示过绘画的过程。

在我看来，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伟

大的创造必然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就像无根

之木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所谓“学我者生，似

我者死”。对于创新，我认为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

充分了解传统技术后再进行材料性能的嫁接与突

破，从而跳脱出前人的影子，产生新的形式。

侯俞伊：观察近几年高校毕业展，我发现不

少学生作品出现了概念先行的问题，作品中想要

表达的内容很新也很多，但跟材料、技法并没有

结合得太好。您在教学中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

覃大立：确实有这种现象。我常跟学生们说

“由技进道”，即先了解传统然后再去创造新的编

织，从而产生新的形式、新的艺术。深入生活、注

重纤维本体的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纤维材

料。通过真实的生活体验，学生可以更深刻地理

解纤维材料特性，并将这些理解融入创作中。这

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也有助于将抽象的纤维材料

与具体的情感和生命体验联系起来，使他们的作

品更具表现力和情感共鸣。我常倡导同学们要真

诚地体验编织，勇于实验、不怕失败。作为一名艺

术教育工作者，我们提倡“知行合一”的原则，鼓

励学生在实践中不断体悟，将思想创新贯穿于创

作过程。我们遵循“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势利

导”的教学方针，让学生们通过实践与理论、知识

与思维、科技与手工的结合，领悟篮筐编织文化

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高等设计院校培养的人

才应该是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设计师，我期望他

们通过纤维课程不仅能掌握制作技能，更能深入

理解并融会贯通编织的文化内涵，进而创作出真

正富有时代气息的独特的艺术作品。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助理

研究员）

本报讯 10月 20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美术

馆共同举办的“丹青赋彩新时代——国家

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展”在青岛市美术馆

开幕。本次展览分为“国之大者”“家园欢

歌”“和合共生”“文脉千秋”四个篇章，集中

展示了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

推出的代表性作品，以美术的形式展现新

时代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壮丽

画卷。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新时代

的艺术家以新时代为主题，通过创新性表

现手法描绘了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就。此

次展览把这些主题性美术创作送到青岛市

美术馆，让青岛人民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够

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声，感受到艺术

作品所折射的艺术之美，这也是举办此次

展览的一个中心主题。

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谈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时代之变为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艺术家如何处理好历史真

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深化产

业的同时兼顾个人风格和艺术审美？如何

创造出反映时代风貌、振奋民族精神的审

美意象？这是广大美术工作者面临的时代

之问，同时也正是此次展览的意义所在。

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已经成为中

国当代美术创作研究的主流。本次展览主

题鲜明突出，内容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多

样，力求展现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典

型特征和整体风貌。同时，展览注重对新

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学术研究，首次梳

理并展出作品以及相关的创作手稿、文献、

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全面生动展现新时代

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组织实施过程、创

作现场和丰硕成果。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1月19日。

（路斐斐）

本报讯 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吉林省委宣传部

主办，第十一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日前在吉林省长

春市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协主席李舸，中

国摄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吉林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许云鹏出席展览开幕式。参加开幕式

的还有中国摄协副主席线云强，分党组成员、秘书

长居杨，第九届副主席柳军等。吉林省农民优秀摄

影作品展同时开幕。

本届大展共收到来自全国（含港澳台地区）近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投稿5万余幅，投稿人

数近3000人，最终119件作品入展。其中单幅作品

60件，组照59件。入展作品记录乡村振兴，描绘美

丽家乡，表现积极健康的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充分

体现了农民摄影人对生活的观察、对现实的观照，

既展示了时代变迁、产业兴旺、和和美美的全景大

发展，也描绘了群众安居、勤劳奋斗、文明乡风的幸

福小日子。展览空间由原厂房旧址改建，分上下两

层，向日葵、稻穗、玉米、辣椒等农作物元素点缀其

间，呼应今年农民丰收节“庆丰收，促和美”的主题。

《第十一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画册同时推出。画册

从时代、宜业、双手、和美、乡风、我们6个方面进行

梳理，与大展展陈设计、整体布局相呼应。

郑更生表示，2023

年是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起步之年。办好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对

于展现“三农”发展成

就，展示农业农村现代

化美好前景，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

重要意义。作为我国首

个农民聚焦农村、反映

自我、记录农业的影像

活动，全国农民摄影大

展也是我国首个聚焦

“三农”发展的摄影品

牌活动。2006年在中宣部的支持下，由中国文联、中

国摄协启动“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工程”；2011年，

作为该“工程”的延续和发展，推出全国农民摄影大

展。10余年来，从对大量农民影像的采集，到对农

民摄影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再到艺术家和农民朋友

一同进行多元、深入的影像创作；从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已

发展成为一项既积极回应农民群众对文化热切期

盼，又与时代同进步、与百姓同呼吸的文化惠农工

程。本次展览持续至10月28日。 （路斐斐）

“丹青赋彩新时代——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展”开幕
用影像记录乡村振兴用影像记录乡村振兴，，描绘美丽家乡描绘美丽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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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2日，安徽池州长江大跨越工程建设正在进行中。该工程跨江

钢管塔全高345米，跨越江面距离2354米。 跨越“牵手” 芮月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