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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马年里，我和大家分享三块马
形奇石。图左上是风凌石，玲珑
窍空，左顾右盼，皮色深灰绿色，
包浆老道，石头皴皱交错，变化
无穷。该石形似立马，头朝右，
两耳尖尖，鬃毛飘动，躯干壮实，
配以云纹底座，寓意天马行空，
潇洒自由，骥骜志在千里。

图右是灵璧白马纹石，石上
有蝴蝶纹、圈纹，纹路清晰自然。
石头左下部有个裂隙，它把石分
成左右两部分，左面部分，象马
的头部，高鼻厚唇，马耳尖尖，
眼睛炯炯有神，右面部分是马的
脖子和躯干，汉画马韵跃然石上。
再看整个石头外形似鸟，富态的
身体，短短的尾巴，尖嘴啼鸣，
眼睛传神。三看石头中部有多层
大大的同心圆，组成龟甲，其左
上部有较宽凹陷的纹路构成龟的
脖子和头部，尖嘴圆眼，活灵活现。
这么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竟然能
一石三看，而且三个形象中，一个

是陆地跑的马，
一个是水里游
的龟，一个是天
空飞的鸟，非常
有趣，陆海空汇
聚一石；更有趣
的是，三种动物
都有眼睛并巧妙地重合在一起。看
着三个动物都那么形象、协调，有
灵气，真是妙不可言，喜不自禁。

图左下是玉质风凌石，它质地
细腻纯净，洁白如玉，比手掌稍
小，扁平状，形态自然完整，其
表面高低起伏、凹凸有致。初看
有点昆山玉峰山的感觉，于是就
把它收了。可是到配座时发现，
看玉山有点牵强，山峰不出彩。
之后某一天，突然发现一匹白马
侧卧在那里休息，马嘴浑圆而瘦
长，厚唇微闭，鼻孔大大，马耳尖
尖，眼睛细长微闭，脖子后面鬃毛
蓬松飘动，十分生动，马头瘦而长，
显得很精干。它前腿蜷起，后腿侧

伸，腹部着地，尾巴甩
动，形象自然、惟妙惟
肖！好似长途劳顿，卧
倒休息，恢复体力之
后，准备继续下面的
征程。这方龙马合一、
纯净白玉的奇石，好
像“西天取经，得成正
果”的白龙马，马头之
下鬃毛之间还有个细
长的通孔，可穿丝带，
俨然就是天然的玉印

钮。配以简洁的方印底座，端庄大
气，神似玉玺。

感谢天公造化神奇，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赐予我们人类的奇石珍
宝，感谢太平盛世，让我们有机会、
有条件、有心情去欣赏它们。被誉
为“发现艺术”的赏石魅力在于：赏
石是一个发现自然石头奇美、装置
陈设艺术创作、与大家分享快乐、
与石对话品石增智、以石为师修身
悟道、禅悟人生伴石长寿的过程。
赏玩石头可以门槛很低，甚至可以
从零成本开始，人人可以参与，来
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它表面是物质的，但它深层是精神
的，充满了正能量。

! ! ! !提起当代陶艺家，一
般人都以为出自瓷都景德
镇，其实上海也有不少陶艺
家，赵强就是其中的佼佼
者。赵强毕业于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现
任东华大学环境艺术系公
共艺术教研室主任、副教
授，近年来曾多次举办个
人作品展，参加国内外重
要联展，学术邀请展就更
加频繁了。在一些公共领域也能看到
他的作品，比如上海世博会、浦东机
场，都有他专门创作的大型主题陶
艺作品。
近日，赵强的陶艺作品又将与

大家见面。由乐虹坊艺术中心主办、
台湾陶艺后援会承办的《水色年华·
赵强陶艺展》在虹井路 !""号 #楼
展厅揭幕，$%余件陶艺作品将展现
赵强在陶艺领域深入探索的新观念
与新手法。

赵强的陶艺作品既有传承，更
具当代意识，风格简洁、明快、爽朗，
装饰构图留有足够空间，他善于利
用陶瓷材料表面的质感，来衬托装
饰主题形象的艺术特征。他能够合
理安排画面与器型的空间关系，使
观众获得一种舒展、开阔的感觉。
张仃先生在评论齐白石和黄宾虹
的艺术表现特点时曾谈到：黄宾虹
的艺术表现是用加法，齐白石的艺
术表现是用减法。黄宾虹是加到不
能再加，表现的视觉效果是深厚丰
富，苍郁葱茏；齐白石是减到不能
再减，高度概括和提炼，突出形式
感的表现，引起欣赏者的联想。这段
话用来评论赵强的陶艺作品，似乎
也很恰当的。
赵强的陶瓷艺术创作吸取前人

的经验和方法，在整体表现方面是
学用减法，其中既有传统的国画章
法，也有现代绘画的构图，二者兼容
交互，结合成为统一体。在具体表现
上，他还运用加法，有的作品中如荷
叶、岸边、山石等，根据对象的形式
特征，有的也用加法来表现，不只是
用描绘的手法加工，而且利用陶瓷
颜料在烧成中高温条件下的变化，
形成类似于反复点染后浓重而丰富
的视觉效果，呈现出富有表现力、意
蕴醇厚的艺术风格。
赵强的瓷板画尤其具有现代意

识，鱼与莲花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巧
妙，一静一动，相互呼应，画面空灵，
计白当黑，极富中国水墨画的韵味。
假山与祥云的对照也极有禅意，一
实一虚，一柔一刚，构成值得畅想的
图景，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水墨表现
空间。
赵强在当代陶艺领域的探索十

分专注，他的视域也相当开阔，他将
现代美术的观念融入陶艺的表现形
式之中，加强了形式语言和工艺技
法的现代性与实验性，其艺术品格
与哲学思考在同类艺术家中是出类
拔萃的。当然，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是
在进行陶艺创作，而不是纯粹的绘
画表现，所以在陶艺的本质属性上
把握得相当到位，所以才会在实践
中寻找到适合自身表现的手法，形
成独特的陶艺语言。

! ! ! !近年来，先后在旧书摊淘得多
种民国版《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
有单册也有合订本，均署名“冯秋
萍编著”，不禁对此稍加关注，感叹
绒线编结手艺，已渐行渐远矣。

手头一册《秋萍毛线刺绣编结
法》，被冠名为“时装专刊”，为九、
十、十一、十二四集合订本，由良友
编辑社出版于民国三十年，前用四
面扉页印社会名流虞和德、林康
侯、严独鹤、潘公展的题词，如“编
物大全”、“无师自通”等等。书中图
文并茂，在介绍编结花样中，插入
相关图片，让人一目了然。冯秋萍
在《自序》中写道：“萍自服务于绒
线编结界以来，屈指已历八载，自
编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先后出版
者，亦有八集，惠购者纷至沓来，而
参观此项编结法者，更属络绎于途，
其来函之要求出版专刊，以供师法
者，至今亦积牍盈尺，明知际此时
会，纸价飞涨，贵甚缣帛，但为酬答
各界仕女之感意起见，亦不暇计较
及此乎。内容所收绒线时装，凡百十
种，无一不自出心裁，绝不蹈袭旧
法，自知可供切磋效法之用”。接着，
罗鸿涛在序中写道：“秋萍毛线刺绣
编结法八集，每一问世，辄能不胫而
走，风行一时。播音于电台，刊文于
报张，指导于商界，教授于学校，遂
使绒线编结一术，发扬光大，盛行
于世；为职业妇女群，平添一种新

工作，而宏开其生路”。
由此可见，当年绒线编结，是

颇受女性青睐的生活乐事。
冯秋萍一九一一年生于上海，

十来岁时就对美术和女红产生兴
趣，在求德中学读书期间，于刺绣、
编结和花样设计等课程中，成绩优
异并屡屡获奖，独显其聪颖天分。中
学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员，专授美
术、刺绣、缝纫等课。复于一九三四
年始，开办“秋萍编结学校”和“良友
编结社”，在广招学员、传授艺技的
基础上，“为社会增加新事业，为我

女界辟一新出路，直接辅助家庭之
生产，间接增进国家之经济，一洗女
子依赖之恶习（冯秋萍语）”。

绒线一物，亦如西装、大衣，系
“舶来品”之一种，其编结工艺早期
由传教士带入我国，在乡镇农村，
成为妇女一种谋生手段，在大都市
上海，还成为小家碧玉时尚打扮的
休闲方式。她们编结出来的毛衣、
披肩等，与玻璃丝袜、高跟鞋搭配，
打扮出三四十年代上海时髦女郎
的靓影。冯秋萍积极倡导符合时代
潮流的新女红，如其代表作“野菊
花时装旗袍”，是一九四八年专为
上海时髦小姐、少奶奶设计的。旗
袍虽在上海滩是常见女装，但用绒
线来编结，却是冯秋萍之首创。花
色形态摹拟野菊花，图案富有民族
特色，也是她独创的针法，造型上
采取中袖并衬以垫肩，适宜青年女
性春秋季穿着，此作品当年获得上
海青年会编织物展览头奖，她被誉
为“巧夺天工”的奇女子。

建国后，冯秋萍被聘为上海工
艺美术研究室研究员，主持绒线服
装设计工作。上海解放后的第三
天，她就应邀在广播电台讲授编结
艺术。后成为民主同盟盟员，出席
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主

张妇女不但要以勤劳谋求经济独
立，还要以双手来美化人生。一直
到改革开放后，我记得一九七九年
上海出版的第一辑《文化与生活》
丛刊上，有她与黄培英等撰写的谈
绒线编结花样的文章。一九八三
年，她与女儿冯秀婷一起，在上海
电视台举办《冯秋萍绒线钩针编结
法》系列讲座，引起轰动，并引发当
年编结女红的热潮。她在编结的针
法上创造归纳出短针、长针、交叉
针、萝卜丝针等几十种针法，在图
案上创作出野菊花、美人蕉、孔雀
翎、牵牛花等经典花型，成为后人
学习绒线编结的样板。由此，冯秋
萍被授予国家“特级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冯秋萍注重实践，又善于
理论总结，其“秋萍编结学校”先后
送出二十多届毕业生，几十年中培
养了无数绒线编结人才，被称为
“既是一位工于设计的实践家，又
是一位长于总结的教育家”。她先
后出版专著三十余种，她风格独特
的绒线编结，是女红艺苑中的一朵
奇葩，引领女性服饰时尚潮流，也
促进了国产绒线业的迅速发展。

二!!一年，冯秋萍九十高龄
谢世。如今，已经难见三四十年代的
绒线藏品，羊毛衫多过绒线衫，编结
工艺实现了机械化。但翻阅旧版的
《绒线编结法》小册子，心想，这样的
女红手艺，恐有失传之虞哪。

! ! ! !《重建大业（虫见大叶）》是艺
术创意比较讨巧的题材，围绕这个
主题“做文章”的艺术品不少，各种
材质都有，有时甚至连奇石也“仓
促上阵”，但最终效果令人满意的
却不多。常见“建业（见叶）者”就过
不了关。代言者通常要么是“一鸣
惊人”的树蝉，要么是“沉默寡言”
的金龟子；要么是“贪得无厌”的菜
园“大虫”，要么是“风卷残云”的稻
田“杀手”———蚂蚱……且不说形
象简陋俗套，牵强附会，令人难以
接受。关键是它们的“品行、操守和
志向”更糟，口碑不好，多为自私贪
婪的“典型”和好逸恶劳的“代表”，
与“建业”精神相背、格格不入，恰
恰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的“纨绔
子弟”。因此经过“甄别”，我“破格”
启用了小蚂蚁与大芭蕉叶的组合，
来“担当”题材的角色。

首先，所谓“虫”，必须具备“建
业”的基本素质，不仅要能吃苦耐
劳，而且要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

神。!%%"年我在一家家居生活饰品
店收到一对可爱、富有情趣的铁制
蚂蚁，长 &'$ 厘米，高 ('$ 厘米，宽
$'$厘米。蚂蚁是地球上最常见、数
量最多的一类昆虫，是一种有社会
性生活习性的昆虫，能生活在任何
有它们生存条件的地方，是世界上
抗击自然灾害能力最强的生物。美
国学者吉姆·罗恩告诫年轻人：应
该学习蚂蚁，因为它们有令人惊讶
的永不放弃、未雨绸缪、期待满怀
和竭尽全力的四部哲学。这是令人
叹服的哲学，也是“蚂蚁精神”的核
心内容，它指导人们全力以赴，心
无旁骛地干事业。以它为代表，同
“建业”的寓意比较贴近。其次，所谓
“大业”毕竟要对得起这个神圣的誉
称。去年 #%月，我在闵行国际根雕
城，意外收到了一块天然形似叶状

的楠木。木长 )%厘米，高 )厘米，
宽 #!厘米。这片“大叶”相当珍贵，
它是阴沉木，即炭化木，为正宗的蜀
地金丝楠，享有“东方神木”和“植物
木乃伊”的美誉。经过大自然上千年
磨蚀造化而致，其质地厚重，纹理清
晰，色彩华贵，形象逼真，且纹理与
天然树叶相近，浑然天成酷似一张
芭蕉叶。芭蕉叶是植物界中最大的
叶子，传统寓意叶大成荫，表示德

行高尚，庇护终生等。最
后，“场景设置”，针对主
题，两只蚂蚁紧盯着“大
叶”，互相呼应，两对触角
相向，一只蚁一对前足向
前，“一心扑在‘大业’
上”，另一只蚁正高举一
足，似乎向它示意———
“我也见到了！”可贵的

“敬业”精神，悄然跃入画面。
《重建大业（虫见大叶）》是对

现代艺术创意的一次尝试。至于
“虫叶”搭档和作品达到的效果如
何，有待大家评说。总之，作者认为
艺术来源于生活，创作的本意不是
简单的生搬硬套，小题大作，而是
想通过脚踏实地的创作，准确地、
恰如其分地表现艺术，真正做到源
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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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线编结出奇葩 " 韦 泱

创意艺术———《重建大业（虫见大叶）》
" 原野!上海"

马年赏“马石”
" 张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