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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匠人之心
成就艺术之美

装置艺术家 !"#" $%&'，以传统刺绣工艺的
基本元素“线”为灵感，融合空间想象，将空间变身
为线、光、影的大型装置，在展览现场用了超过 ()

万米的“金丝银线”和数万根钢钉，创造了一个如
梦似幻的舞台。

艺术装置“线影”，将传统的羌绣“投影”于半
空间的墙面之上，“绣”出了一副美丽的雪花图案。
在光与影的交织中，传达艺术家对人生的思考。而
她的另一个艺术装置“天光”则运用金线反射的光
线形成笼罩之势，将融入了刺绣灵感的服装包纳
其中，寓意传统技艺在于现代生活中的重生。上接
天、下连地的金线，给人以圣洁之感，也是对人们
敬天尊地的表达。站在作品前，观众可以理解它是
光因分解而产生的色彩，却也能更直观地感受到
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审美内涵。
匠心独运的背后是艺术家的细细打磨。为了

保证“线影”的呈现效果，*"+"的团队集体上阵，从
钉钉子、绕线到最后的清理都极为细致。而绣艺展
上呈现的 ,组“天光”则耗费了十几位布展人员几
乎 -天的时间来完成，才最终呈现出令观众震撼
的效果。

在这个以“金丝银线”打造的梦幻舞台上，参
与此次展览的多位海内外知名设计师将传统刺绣
（包括羌绣、京绣、沈绣等）呈现于服装、座椅之上，
赋予传统手工艺现代、时尚的表达。

拥有 ./年时装创作经验的马来西亚华裔时
装设计师宗柏伸将采风时在羌族的聚居地与羌族
人一起生活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感受到的民族
文化融入作品之中。把采风带回来的羌绣绣片和
家乡马来西亚特色蜡染图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两种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则碰撞出了另一种美
妙的火花。
中国红一直是中国传统绣艺作品中不可或缺

的色彩元素之一，而汲取清代官员朝服上普遍运
用到的石青色以及古代贵族的代表色明黄，则是
京绣中常常会用到的京味儿十足的颜色。新生代
时尚设计师陆坤的系列服饰作品“锦绣年华”将这
些京味儿十足的色彩搭配与西方高定常常运用到
的珠绣、贴绣等手法结合，展现了东西方绣艺文化
的交织碰撞。
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设计师们都希望通过

民族意象与时髦元素的交织和碰撞，让更多人可
以知道羌绣这项传统手工艺，并将它传承和保护
下来。对于传统手工艺而言，想要令更多人领略它
们的魅力，需要的不仅仅是手工技艺的传承。让技
艺和时尚元素相结合，成为可以走下展台，融入生
活的时尚艺术，才能真正赋予像羌绣这样的传统
手工艺全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并传承下去。

时尚与传统
相连的!一线天机"

“文化决定审美，审美影响消费”。此次绣艺展
的策展人周新对于新与旧、时尚与传统有着自己
独到的理解。消费意味着时间、精力与金钱的投
入，也意味着再生产的可能，对于文化传统而言也
是如此。在传统中探求时尚的源头活水，时尚才不
至于肤浅；从时尚中找寻传统的新鲜血液，传统才
不至于断绝。
周新主张依托文化的内核发展艺术，这也是

传统和时尚之间的纽带。“手工艺可以看作是单纯

的一种技术，也可以看作是一件具体形态的作
品，但我更认为它是文化与内心的表达。”手艺
人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显得更为稀有和重
要，他们代表着我们与过去之间的联系，也隐约
指向着一个更从容大气的未来。六小龄童和他
的猴王世家能在新年伊始引爆朋友圈，打动我
们每一个人的，是那一家四代人近百年来对技
艺、对传统、对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而此次展览上的展品都鲜明地体现出了
“师古为新”的特色，并且有着浓厚文化风格。无
论是明丽大气的羌椅，京味儿十足的“锦绣年
华”还是与糅合了羌绣与马来西亚蜡染的服饰，
设计师们别具匠心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
化烙印和强烈的当代艺术特色。

01*1234的系列设计“逆生”主要采用了蓝
色和白色，融合中国江苏南通的传统手工织染
蓝白印花布和沈绣工艺。通过西化的拼接、剪裁
以及轮廓、材料处理与传统手工织染蓝白印花
布和沈绣东方手工相互结合，将传统文化进行
拆解后重组达到另一种现代美。而这种美对我
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并非遥不可及，传统因为有
了现代的演绎方式而拥有了现实的根系。
时代发展带来了需求的变化，也将我们与

传统之间隔开了一段距离，以文化为桥梁，设计
师给了我们亲近传统的可能。“我们可以也应该
根据时代的需求调整艺术的表现形式，时尚元
素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统。”此次展
览将当代时尚元素和传统手工艺结合在一起的
呈现方式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外界的保护永远比不上自身的发展，关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总不如身边行进着的文化来得
鲜活。师古而常新，时尚的真谛正在于此。

公益保护与
时尚的惊喜跨界

作为一个公益平台，“稀捍行动”一直致力
于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希望借助现代设计与艺
术的力量，重塑传统手工艺背后的文化与审美
元素。此次展览作为“稀捍行动”-周年的特展，
将稀捍行动长期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羌
绣与京绣等进行了创造性的当代艺术表现。一
场绣艺大展，同时也是一次对传统手工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深入探索，给观众带来了
一场融合传统文化与时尚审美的创意大秀。
此次绣艺展展品由羌家姑娘的绣品和时尚

创意团队的作品组成。团队成员走入四川阿坝
州的羌绣项目保护地以及北京的京绣项目保护
地深入采风，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并寻找民间工
艺大师学艺，现场取材、现场制作完成的一系列
创作。在古与今的碰撞，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中，
设计师们展现出传统刺绣技艺的另一种可能。
正如策展人周新所言：“工艺的传承，不仅仅传
承技术本身，也要深入理解技术形成的文化与
美学因素，并将这种核心延续下去，真正地对于
传统审美的尊重，是线中所自带的色彩、线中所
蕴含的情感。”

将羌绣手艺与现代生活元素相结合5 让更
多人认识和喜爱羌绣5 提升羌绣更广泛的使用
及收藏价值5 让汶川地震后失去耕地和主要生
活来源的羌族绣娘能够足不出户5 凭借自己的
手艺5便可自食其力、有尊严地获得一份相应的
收入。与此同时促进恢复羌绣的传统手工艺制
作生态5使这些珍贵文化得以真正传承、重获新
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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