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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书，汇编了我三年来发表的十篇小文章与部分教学笔记，还有其他与我的艺术价值观有关
的一些文字记录，算本“小札”类的文集。
因篇幅有限，还有十余篇已发表的论文和很有价值的教学随笔遗憾地未能收入此书了。
　　前几年，因为我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相对认真地读了一些书，想了一些理论问题。
又因为导师给我的研学定位就是“中国美术史／中国工艺史论方向”，自然所学所想，大凡都是有关
的内容。
以至于画画的朋友看我都形象模糊，认为我要“弃武从文”——告别绘画，要当理论家了。
其实画画是我本能的爱好，无论我的正式职业是什么，我肯定永远不会放弃绘画，而且还颇为自信。
囿于现实工作需要，目前只能偶尔涂鸦，聊作解馋。
出这本文集，既算对读博三年来个小结，也算回答关心我的朋友们的问题，并做个汇报。
读完“小札”后，我相信朋友们会理解我几年基本放弃绘画、专心读书写字的怪异之举，是多少有点
价值的。
　　每当刚结识的视觉艺术界朋友问我：是搞什么专业的？
我总回答，有两个，实践是以漆画为主，理论是以传统工艺美术史论为主。
尽管别人并不当面评价什么，但我心里很明白：在新潮时髦的西来名词泛滥成灾的中国艺术院校，我
被大多数人看成出土文物似的，基本可以划在“落伍”、“保守”的那类人之中。
尽管觉得冤枉，但也暗自窃喜：毕竟不少人把我视做传统视觉艺术的“研究者”、“鼓吹者”了。
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而不可际遇的“新阵地”。
对我而言，能跟有志于此道的同仁们一起，传承我们民族这笔极为沉甸甸的无形文化遗产，既意外、
又光荣。
窃喜之余，不胜惶恐。
因为我很清楚：在中国艺术院校，从事工艺史论这方面研究的，大师巨匠者，不乏其人。
只是目前这行当不太时髦，被各种现代西方设计教育模式的光彩掩抑得黯然失色。
我是在这个大潮流中，被推坐在这个注定“吃力不讨好”的冷板凳上。
心虚，无奈，焦虑，还生怕做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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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编了作者三年来发表的十篇文章与部分教学笔记，还有其他与作者的艺术价值观有关的一些文
字记录，算本小札类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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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琥，1957年生于南京，画者兼写者，职业为南京艺术学院教师。

    2000-2003年：D.F.A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中国美术史/工艺史论方向
    1987-1990年：M.F.A南京艺术学院，文学装饰绘画方向
    1981-1985年：B.F.A四川美术学院，文学工艺美术方向
    2004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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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部分  学术议论  学习的诱惑  纯情之美 恣意之术  花儿般的民俗世界  器造于民手 美生于民心  
创新的魅力  大象无形 大音稀声  从西汉晚斯扬州出土漆器看中日漆工艺技术交流的历史渊薮  中日漆
工艺部分用语比较  六法论新读  与时代对话第二部分  课程笔记  传统工艺概论课程二三事  传统工艺概
论备课提纲  《传统工艺概论》课程作业批语（一）  《传统工艺概论》课程作业批语（二）  《传统工
艺概论》课程作业批语（三）  《传统工艺概论》课程作业批语（四）  硕士生毕业论文提纲指导意见
三则第三部分  调研批评  惠安女的命与气  关于如何保护福建省传统艺术优秀品种的思考与建议  为了
胜利，向我开炮！
  创作的误区  素描随想  给南博漆器馆喝声彩  二沙岛的喧嚣第四部分  聊斋闲话  焦大与林妹妹  偶像  以
生命为代价的启示  追忆恩师沈福文  鱼乐棋戏图跋  体育之缘  月饼模子  偶像与英雄  在美国感受恐怖  
湖南情结  都是错字惹的笑  美丽和残酷  ⋯⋯王琥 艺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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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张曦颖同学　　您的大作《浅谈南京云锦的独特材料》已经拜读。
　　能根据课程内容查阅相关资料，无疑总有些益处。
但所有作业的目的，在于学习如何掌握一种规范性的文字或图形表述和一种常规性的研究分析方式。
因此，从自己的认识角度人手，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用自己的学识去分析事物，再用自己的“
语言”去表述事物，这，才是设计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之一，而不仅仅是编辑摘抄即有资料。
这个道理，不是老生常谈，是作为本科生学位学习内容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们是南京艺术学院，不是安德门职业技术学校，不能只像私人老店铺、老作坊那样，老是师傅带徒
弟那一套。
文凭的含金量应该不一样。
不是要你当作家，是希望你今后能独立处理与专业有关的相关文字。
　　我的话是为你好，重是重了点，希望你能理解。
　　32）崔峥同学　　您的大作《浅析明代螺钿镶嵌漆器的风行》已经拜读。
作为音乐学院的同学，有三点特别值得表扬：一是相对于不少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同学，你的小文章
较为规范，有参考文献的标注；二是行文朴实无华，没一个字在说废话，像篇非文学性的学术类文章
，三是文章结构基本合理，资料可信，引证翔实。
我喜欢读你的小文章，因为看过后就知道明代螺钿镶嵌漆器是怎么回事。
也多少知道些风行的原因了。
　　惟一的小欠缺是：假如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自己对选题的展开议论，那就更好了
。
这将有助于你对事物分析的能力和表述自己想法的能力，这才是本次作业的终极目的，至于你自己对
明代螺钿镶嵌漆器有何了解本身，倒显得次要了。
　　33）马艳同学　　您的大作《论唐代漆器工艺中金银平脱的盛行》已经拜读。
我有点吃惊，音乐学院的学生能深入谈这个很专业很冷门的工艺品种，而且谈得还不错。
看来，对艺术形象的精致追求，视觉听觉是一样的，这方面，你们音乐学院的学生算给我做了示范，
谢谢。
　　要略有点自己对选题的评述，就更像篇论文，而不是像资料汇编了。
您不太“走运”，所引文献只有一本书，刚好作者就是我本科时期的老师，中国最著名的漆艺术大师
，原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我对他的著作几乎会背诵，觉得满篇都很眼熟，所以得扣您一点分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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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千万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千万别拿自己该做的事太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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