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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

! ! !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当艺术邂逅创客，
会碰擦出怎样令人惊喜的智慧火花？作为 !"#$

上海市民文化节的重要组成单元，!%&$年上海市
民文化节艺术创客大赛已经给出了答案。

据悉，本次大赛主题“创客”概念置以“艺术”
的前缀，希望能从最具创造活力的角度去确定切
入点，让两者之间能够相互激发，使得“艺术创
客”这个概念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现新
技术新媒介时代中艺术观念和生活观念的融合
拓展，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同时，此次艺术创客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艺术文化、推动海上艺术创客发展的基础
上，体现具有温度的工匠精神。在历时半年多的
作品征集过程中，大赛组委会通过多种渠道和媒
体资源征集体现大赛精神的优秀作品，积极推动
艺术家进高校、艺术家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获得了广大高校师生以及市民的普遍好评与
积极参与。

整个大赛赛程历时 $个月，经过赛事评委会
评选出的优秀作品，最终将于 &!月上旬在上海
普陀区文化馆城市创艺空间展厅进行为期一个
月的主题展览，以呈现优秀艺术创客们在技术媒
介和艺术观念上的拓展和创新。

而现在，众多不俗的作品和才华洋溢的艺术
家已经率先脱颖而出。当跨越 '%%年的御窑金砖
文化再度融入当代器物，当厚重的敦煌以数字艺
术形式再现，当宋代发端的麦秆画与苏绣结合，
在创新中重获新生，创客邂逅艺术，让传承和创
新交织出了时代旋律。而层出不穷的艺术创意创
新方式，也让人们看到了申城艺术的新生力量正
在迅速成长。

艺术源于生活，同时也是自然和人生的写
照。有一千件艺术作品，背后就有一千种别样艺
术态度和创作者精彩各异的艺术人生。

穿越!让"钦工物料#化为
"案头清心$

按照主办方的介绍，在大赛组委会发掘的一
大批既具有创造性同时又富含艺术性的作品中，
怡心斋的金砖系列又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
们参赛的系列作品以现代的匠人智慧重塑了五
百年前古代皇室的御用金砖，其独特的历史性、
民族性以及创新性吸引了艺术创客大赛组委会
的关注。

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怡心斋团队一
直在利用微博、微信传播古典造器文化。怡心斋
成员傅淳坦言，与古为新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时
常醉心研究古人的雅致生活，再回看当下，反倒
有一种从古代到现代的穿越感。

而提起他们此次选取明代清代金砖制作出
的参赛文化产品，傅淳介绍，金砖又称御窑金砖，
是汉族传统窑砖中的精品，是五百年前满铺在紫
禁城宫殿中的高质量方砖，因质地坚细，敲之若
金属般铿然有声，故名金砖。古时的工匠制作金
砖时，要经过选土、洗泥、制胚、烧制、打磨和浸泡
等系列流程，一共 !(道工序。从选土到成品金
砖，需耗时两年才得以完工。而每座窑一次能够
生产的金砖，至多不超过 $%%%块，其中还包含一
定数量的残次品。

因为偶然的机缘，怡心斋团队开始对金砖做
了研究。在对金砖工艺、特性有了充分的把握之
后，他们决定让古时的“钦工物料”变成现代文人
雅士的“案头清心”。事实上，怡心斋定制的金砖
壶承，采用的是明清苏州地区传承下来的御窑金
砖。

取其金砖细腻且透水性好，能将茶的生命存
于体内的特质，以及方正厚重，黛青光泽的外形，
加上古典园林海棠型的设计和多年对古典器物
文化的钻研，傅淳团队仔细推敲后，耗费时日才
制作出这样一件意蕴古朴高雅，极具生活情趣的
器物。据说，即使在干燥时，久经茶水浸润的金砖

壶也会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雅之气。
这样一件将艺术观念与生活观念相融合的

作品，不仅饱含了丰厚的文人气息与传统创新，
更是传统精神的一次穿越。精心打磨制作，用心
体味生活，将金砖由“钦工物料”转化成“案头清
心”的过程，多道工序切磋琢磨，塑形清洗，费数
载心力，容纳风情与文化，终将文人生活与历史
传承结在一起制成珍品，百年遗音在，犹见当年
寂寞心。

一盏壶，一杯茶，将承载历史的厚重物料，举
重若轻地转化为“案头清心”，折射出的是不为外
界纷扰所扰，埋头钻研，甘于静心淡然生活的禅
意人生。

%自在敦煌$!寄情遣兴式的
数字再造

和怡心斋与古为新的艺术创意方式不同，
#()(年出生的青年艺术家李季，对古老的敦煌艺
术采用数字再造的方式。在平日的生活中，李季
的身份不止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脱口秀段子
手、美术老师、摄影达人、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
甚至还一度跑去当过演员。

喜爱游戏且痴迷于艺术的他，对美学大师朱
光潜的那句“艺术和游戏都是意造空中楼阁来寄
情遣兴的”感同身受。在接触敦煌艺术之前，李季
的不少作品都是在寄情遣兴“玩”出来的。

但在去过敦煌之后，李季就被敦煌艺术呈现
出的视觉感和冲击感深深地打动。他当即决定要
在传统视觉元素中做文章，敦煌壁画、青铜器纹
样、民间信仰与传说都成为了他进行当代审美转
化的实践。和张大千对敦煌艺术临摹兼创作不
同，李季希望自己能基于自身对西方现代艺术和
古典艺术审美的理解“解构”敦煌。

为了完成“自在敦煌”作品，李季大部分时间
都沉浸于在工作室思考。其间，他尝试过不同的
表现手法，也不是没有困惑，甚至一度担心重新
结构再造传统只是自己的妄念。在朋友圈里，关

注到艺术创客大赛的报道，处于冥思苦想中的李
季被“传统创新”四个字吸引。他联系了大赛组
委，受邀参加“创客大赛校园行讲座”。在与同龄
人交流中，他获得了灵感，脑洞大开。实际上，在
“自在敦煌”后期创作中，李季大胆将具体形态去
掉，仅在主观上保留视觉感受。
“十殿阎罗，二十诸天，众神也疯狂。不再拘

泥于媒介形式，生在信息时代下，成长在数字媒
体中。数字绘画也成了千年之后重新诠释那份厚
重文化历史的个人选择。”在李季对他以敦煌为
主题元素创作的 )件数字绘画与装置作品自述
中，他用古典糅杂现代的语言形容自己的创作心
境，“如同日本福井照恩寺打 *+的和尚，电音传
经。降龙罗汉云：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今日
后辈亦斗胆，无法无度，但求‘自在’二字。”

事实上，李季通过探索，对“自在敦煌”的数
字化再造，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探索中，艺术家
努力尝试建立主人翁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成长
的体验，也是传统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体现。

用麦秆刺绣!年轻匠心呵护
传统创新

自称对艺术痴迷的“)"后”女生姚懿佳的参
赛手艺叫“秸绣工艺画”。以麦秸为材料，用刺绣
技艺入画，在姚懿佳之前，翻遍民间工艺史，还真
没有人知道过“秸绣工艺画”的类型。

不过，麦秆做画却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这种
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剪贴艺术，融合了国
画、版画、书法、贴画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被称
为“中华一绝”。麦秆画在隋唐时期正式作为宫廷
艺术品，在皇室贵族间赏析珍藏。而苏绣则更不
用说，其精巧的工艺源远流长，一直是古代的皇
宫贵族喜爱的艺术。而能将两种古老的技艺，用
创意方式进行融合再造，使其成为装饰、观赏、收
藏为一体的新的艺术品种，这背后，是姚懿佳甘
于奉献青春，耐得住多年平淡寂寞的匠心人生。

彼时，还在上海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就

读，姚懿佳因为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家看到一件
麦秸画作品。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从未见过
这种手艺，对此充满好奇。“这种民间工艺，已经
没有人肯去做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从大学毕业时，姚懿佳就在思考，能不能将
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在传统工艺上，使传统工艺生
发出一种新的意境、新的生命来？事实上，因为对
麦秆画“一见钟情”，她一直在对其进行研究，甚
至已经发现由于材料的限制，麦秸画作品颜色和
表现手法过于单一。而她较为熟悉的苏绣，在解
决类似问题上有可以参考的方案。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果断放弃了留
校机会和外企高薪聘用，于 !"",年奔赴苏州跟
随苏绣名家朱秀珍学艺两年。每天，针里来线里
去的生活，一度让年轻的姚懿佳感到枯燥和寂
寞。而她的同学中也不乏因为运气好而迅速成名
的。用姚懿佳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心思也并不是
没有悸动过。只不过，最终，她还是凭着对传统技
艺的热爱坚持了下来。

在埋头学艺的过程中，姚懿佳不光是学，也
在对比之中寻找两种工艺的特性。麦秸，自然光
泽、纹理清晰、质感强烈。苏绣，以针代笔，以线着
色，精致、高雅。终于，她把这两种工艺用在一件
作品上。因麦秆本身的光泽、纹彩和质感，所以麦
秆画具有光泽透亮、装饰效果好、艺术感染力强
等特点，制作出的风景人物、花鸟虫鱼栩栩如生，
给人以古朴自然、高贵典雅之感。
回到上海，在父母的支持下，姚懿佳办起了

一个“秸绣工艺坊”。和其他麦秸画创作者不
同，姚懿佳从来不用烙铁烫出不同形态的作品。
她认为，这样做等同于破坏了麦秸原有的风味。
她的画作中，人们不难体会到女性创作者的细
腻。根据她的观察，同样是麦秸，南方北方、西
面东面的麦秸并不完全一样。尤其在色彩上，不
仅有黄色，还有绿、红、紫、白、棕色等多种颜
色。即便是同一种颜色，也有浅有深。姚懿佳采
集全国各地的麦秸，利用麦秸的自然光泽和色
彩，通过剪、削、剔、拼、贴等方法，组成不同画

面、不同风格的作品。
此次参赛，她带来的是自己的得意近作，为

鸡年而创作的秸绣作品。器宇轩昂的公鸡和金黄
饱满的稻穗都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姚懿佳表
示，通过比赛，她不止是想让人们理解她的匠心
人生，也想让更多人了解“秸绣工艺画”，“希望更
多的有文化的年轻人到民间工艺界来。古老的优
秀文化，不能到我们这里就失传了。”

藏在萌趣虎头鞋背后的艺
术疗愈人生

一双双萌趣的虎头鞋，大的不过十厘米，小
的只有三四厘米，但却五官俱全，虎身上还绣有
细腻的花纹，颜色鲜艳，做工精致。这些参赛的虎
头鞋作品，从鞋底到鞋面，从造型到纹样，都是李
宜君一人纯手工制作。

不仅如此，这位已经做了奶奶的虎头鞋达人
还重新设计了老虎的眼睛。因为按照常规的老虎
鞋制作，老虎的两只眼睛是对称的，看起来就像
是“斗鸡眼”。对手艺钻研许久，李宜君灵光一闪，
借鉴了某一则电视广告中的“逗号”形象，便将其
作底当做老虎眼睛的眼白部分，再用粗线条勾勒
出形，最后以黑色绣线做眼珠，这样做出来的虎
头鞋眼睛便炯炯有神了。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门堪称高超灵巧的
手艺是李宜君自学而来的。事实上，在参赛之前，
很多人都已经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了这位上海阿
姨、“抗癌斗士”用做虎头鞋来疗愈人生，希望以
此艺术形式来感恩社会的故事。

彼时，李宜君被查出有输卵管癌，但万幸的
是癌症还处于早期。由于积极地治疗再加上她乐
观开朗的心态，术后的李宜君基本恢复了健康。
因在术中输了 &!""毫升血，她心怀感念，一定要
报答这些无名好人。

在世博会上，李宜君看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出的一双虎头鞋，便萌生了做虎头鞋回报
社会的念头。“我最初的心愿是做 &!""双虎头

鞋，回报为自己输血救命的人。”因为没有师傅教
授，李宜君便在网上寻找资料进行自学。从一点
一滴的摸索，一针一线的尝试开始，加上之前做
针线活的经验，李宜君很快就做出了样子。但是
学无止境，她还不断想方设法，将做好的样品拿
去到处请人指点。就这样，李宜君一步步开启了
她与虎头鞋朝夕相伴的治愈生活。

手艺的不断精进，让李宜君在街坊四邻之间
越来越有名气。而问她要虎头鞋的人也络绎不
绝，而她来者不拒，这几年送出的虎头鞋不知几
多，并且每双鞋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编号和祝福
语，因为她真心希望每个收到虎头鞋的人都有好
运。“在中国传统民俗中，虎头鞋是辟邪、保平安
的。”下过乡、做过知青的李宜君用朴实的话表达
着自己的幸福感，“自从做了虎头鞋，家里一切顺
利。自己身体康复了，还抱了个大孙女儿。虎头鞋
给我带来了福音，我也要把福音带给大家。”

虎头鞋和来自上海巧手阿姨的暖心祝福，承
载着治愈的人生力量，成为艺术创客大赛中一道
充满浓浓人情味的风景。

"!"后$女孩&就要生活成艺
术的样子

和“虎头鞋达人”李宜君有波折但始终乐观
向上的艺术治愈人生有所不同，王香蕉是一位生
活惬意，少有忧虑、快乐自在的 ("后女孩。不过，
和前者一样，她对艺术同样抱有热忱。“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艺术。”她的作品来源于她的生活，同时
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回归到生活中。正如她称
自己是个直来直往、性格率真的女孩，在她的作
品中，人们看到的内容也是简单直接，不刻意为
造型而造型。

作为典型的“("后”，王香蕉对艺术表达有着
自己的理解，“只要认为好看的喜欢的，我就会毫
不犹豫地把它们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艺
术。”王香蕉此次参展的作品，灵感来源于她在生
活中饲养的两只萌萌哒的法斗。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她的作品单薄、缺乏思想。先简单的线条
概括出法斗的生动形象，这只是创作过程的第
一步，而后，王香蕉就会赋予爱犬在不同环境
中的不同性格特征，颇有艺术大家以动物喻人
的意味。
事实上，王香蕉画狗已经有四年时间了，她自

嘲自己已经变成了“画狗专业户”。为了生活，也为
了让大家接触到自己的艺术理念，在这四年里她
还“大开脑洞”，以狗作为形象创作了各种各样的
衍生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爱。王香蕉坦言，
!"&$年对她而言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这一年
里，除了坚持不懈的艺术创作，她还做了很多对自
己未来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比如举办自己
的个人画展“和法斗 &'天的日子”。为了让人们对
自己的艺术理念有更直观的了解，展览时，王香蕉
甚至把她的家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展馆。

野兽画派创始人亨利·马蒂斯曾说过：“为我
所用的物体即是我生活的全部。”而王香蕉的难
能可贵之处，不止于此。一方面在于她对自己认
定的艺术表达形式有着常人难以坚持的执着。从
生活出发，融入具有生活形态的经验和创造，为
生活带来便捷、情趣、美感等体验的创意作品，王
香蕉让自己的艺术创意作品取自生活，又轻松地
回到生活，应用于生活。在倡导工匠精神的当下，
她以典型的“("后”的创意创新方式，为生活注入
亮点和情趣。

当王香蕉用各种表达方式向人们展现真实
自己之际，艺术创客大赛组委会慧眼识珠，看到
了这位“("后”艺术家在坚持把艺术生活化的背
后所具备了无限商业潜力。而王香蕉也因艺术创
客大赛的平台受益无穷。她接受组委会的邀请，
参加了创客大赛并且参加了高校以及社区巡讲，
在这里获得了成长。王香蕉坦言：“这次巡讲对我
来说意义非凡。在与各界、各层次的人交流让我
找到很多的肯定与共鸣。在参赛期间获得的认可
和鼓励，会让我更加坚定地去做我所热爱的艺
术。”这个“("后”女生，正用艺术开启她想要的人
生状态。

申城艺术新生力量 跨界生长

身边“创客”点亮创意生活
与艺术这个古已有之的词汇相对的，“创客”是个年轻的热

词，它的概念尚无标准定义，因此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可能性。近
年来，由于创新型国家的提出，“创客”在中国也已开始进入了蓬
勃发展时期。“创客”作为创造能量的源点，其中，不仅包含着原
先那些“硬件再发明”的科技达人，还包括着艺术家、设计师，以
及都市生活领域里每个心怀梦想的普通人。

! ! ! ! ! ! ! !黄永妹!文

!创意点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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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市民文化节艺术创客大赛优秀作品展
! 展览地点&普陀区文化馆一楼城市创意空间'兰溪路 !"#号(

! 展览时间&!$月上旬%!月上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