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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就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
!"届包装装潢设计、日用品造型设
计专业两个班级。明天下午在上海
著名的创意地标 #$%园区内，当年
的 &%名意气风发青春同学，将举办
《梦回外冈·匠心起源———上海市工
艺美术学校 !'届文献展》。这是他
们献给自己，也献给钟爱一生事业
的最好礼物。而且，他们的成长与成
功轨迹，也足以给当下的工艺美术
教育，留下不少值得探秘的问题。

百里挑一
潜心修学成才率高

当年的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地
处北郊嘉定县外冈镇，是原上海市
手工业局所属的一所中等专业技术
学校。时值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大力
发展轻工业的时代，而包装装潢设
计、日用品造型设计专业人才却十
分稀少，于是，学校成为国内首批开
设这类专业设计课程的中专校。
丁乙、冯良鸿、秦一峰、李守白、

沈榆……一个个从 !"届走出的学
子，如今都成了业界的翘楚。上海亚
欧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设计总
监、总经理杨耀介绍说：“我们那届
学生都是通过严格的专业课、文化
课考试，可谓是百里挑一招收进校
学习的，全部高中毕业，还有不少是
已经参加工作的历届生。学校在具
体的教学中全面移植德国包豪斯的
设计理念和操作方法，融合中国传
统工艺美术创作思想、技能。因此，
此次展出的作品大致反映了这种专
业教学思路。”
专做一线品牌设计包装的亿点

创意董事长陈举的大学老师就是工
艺美校 !"届毕业生李萍，对老师的
为人为师为学由衷敬仰。她说：“大
师就是大师，他们的成就是与他们
的品格、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刻苦紧
密相连的。反观现在的设计专业毕
业生，工作没几年，跳槽的跳槽，转
行的转行，坚守自己事业理想的人
真的很少。这也是此次 !"届展览给
人的一个重要启示。”

!" 届包装装潢设计专业毕业
生、著名漫画家孙绍波说：“我们这
届毕业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当代设计的发
展和走向，我们中不少人成为这两
个领域的佼佼者，当然也有在产业
一线的开拓者。这种‘高成才率’并
不是一种偶然，正是由于学校为学
生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使得
我们能够在中国当代艺术与当代设
计发展的关键时刻承担起历史赋予
的责任。”

不走捷径
陈年作品仍具时尚

展览中有几件作品很令人回
味。比如，包装装潢设计专业学生的
作业，参加了当时的“华东地区包装
设计大展”并刊登在当年的《中国包

装》杂志上。还比如，日用品造型专
业的学生深入江苏宜兴等陶瓷产
地，设计制作了一批独具现代感的
作品。从现在的审美来看，不仅不觉
得过时，还特别的时尚。
工艺美术玩的就是创意，没有

创意的头脑是绝对成就不了工艺大
师的。这是工艺美术学校 !"届“明
星班”的共同体会。斗转星移，如今
早已两鬓斑白的他们，又多了层对

工艺传承的忧思。
杨耀的公司每年都会招一些创

意专业的毕业生，但他总感觉现在
的创意教育过于程式化。“好像太讲
究‘套路’了，这可是创意的大忌。据
我所知，现在的专业训练很会走捷
径。比如，让学生做一个招贴画的练
习，竟然是先让同学们去外面搜集
古今中外的各式‘最佳’创意作品，
然后从中挑选出几张符合自己作业

主题的作品，再把自己要表达的东
西填进去，一切便大功告成了。这
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他们自身的理
念体现在哪里？自己的创意火花怎
么迸发？”作为公司老总，现在凡有
重要的设计任务，杨耀只能亲自当
“大厨”，让年轻人帮着做“配菜”之
类的辅助性工作。他认为，所谓的
设计就是用视觉化方式传播企业
信息，包括企业对市场的判断、企

业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企业所生存
的环境等，这种体现在设计上的职
业敏锐性，绝不是一味靠“模仿”可
以练就的。
陈举现在每天所面对的一线品

牌大客户都在与时俱进，大家都觉
得干创意就永远不能吃老本，也没
有老本可吃，不进则退。她说，你看
现在中国的电商多有创意啊，但有
些电商的页面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却
很“土”，与自身实力并不匹配，原因
恐怕还是在创意上出了问题。
在有着中国当代抽象绘画先锋

称号的丁乙看来，我们国内目前的
创意设计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就
是设计师的独立性不强。他说：“国
外的设计一般是由企业委托创意事
务所去完成，企业会提出自己的需
求和所要表达的理念，具体怎么设
计是完全尊重设计师的独立创意，
不会去干预，更不会去强迫设计师
做什么。但国内似乎就不同，企业喜
欢自己说了算，那还要设计师干嘛？
充其量只是把设计师当作一个工
具，这势必会阻碍中国的创意设计
真正走向世界。”

从一而终
延续一种工匠精神

(% 多岁的孙晨竹是丁乙的学
生，这次挑起了策划和布展的一切
杂事。在幕后，他不仅目睹了父辈们
当年走上从艺之路的坎坷、激情和
发奋，更对老一辈美术工作者扎根
于自己钟爱的事业而肃然起敬。小
孙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值得
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什么是工匠精
神？什么是对事业的追求？这需要时
间的积累，需要精神的积淀。一个人
一辈子专注于一项工作，这是工匠
精神必备的品格之一。”
“回眸任何一门艺术史，会发现

几乎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循
环往复、螺旋上升。你看，现在不少
设计的风格仿佛又回到了三四十年
前，这不是落后和倒退，而是更接地
气。”小孙说，和父辈相比，现在的年
轻人可能会更青睐所谓的工作“混
搭”“跨界”，从艺也是如此，几乎很
少有人再愿意为一辈子只专注一件
事而执著。“这是年轻人的特点，但
劣势也很明显———不再可能像父辈
们那样在一张卡通纸上徒手完成一
个多面体构成图。因为我们习惯了
电脑作画。”他说。
“一是喜欢，二是强烈的成功动

力，三是瞄准前行的方向。”杨耀说，
他们那一届工艺美校毕业生，九成
以上的人没有转行，不是没有机会、
没有才能，而是喜欢“从一而终”。因
为大家懂得一个道理，掌握了事业
的“核心技术”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本
钱，坚信要做就要做最好的，这就是
价值观的引领。
在陈举看来，展览传递的一个

重要精神信念就是坚持，工匠精神
需要的就是执著和专注。她说，美国
作家格拉德维尔曾提出一个“)万
小时天才”的概念，意为任何人经过
)万小时的努力，可以从平凡变为
超凡。如果以每天一刻不停地工作
)%小时计算，)万小时就是 )%%%天
持续做一件事，没有执著和专注可
能坚持下来吗？对“工艺美校 !*届
毕业生”这个名称最好的诠释，就是
执著。

工艺美术“明星班”办展“致青春”
本报记者独家探秘!美术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首席记者 王蔚

这个班级堪称“明星班”，历经30多年的岁月沉淀，如今早已是大师荟萃。
这又是一个极具昭示意义的班级，每个人走过的路，每个人对中国工艺美术

事业的追求与贡献，都值得后辈学习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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