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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书房
地点：北京东城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位于北京的办公场所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在大楼底层有一

家特别的书店，叫“理想国书房”。理想国，正是该出版社旗下最知名的品牌。

理想国书房的核心很简单：书、沙龙、民艺产品、咖啡、有机茶。书房里还有民

艺？是的，因为老板娘英珂钟情传统手工艺，她还翻译过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传

统手工艺者访谈录》。说起这个人和这本书，英珂来了兴致。

盐野米松是日本秋田县人，后离开家乡，就读于东京理工大学理学部应用化学

系。那时是1970年代初，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盐野米松前途无量。但他放弃了各种

机会，转而做作家，而且将创作重心放到了对各地手艺人的考察和采访上。他的解

释是，追求高产量、高速度、低价格的工业化生产使传统手艺陷入困境，那种“有体

温”的物品眼看要消失了。

“他花了三十年走遍日本和许多国家，记录了不同业种和不同国家的匠人们的生

活和他们的手艺。于是有了《留住手艺》。”英珂说。

作为纪录片工作者，英珂跑了不少地方，也多次去过日本，深深为民艺的温暖、

体贴所吸引。创办“理想国书房”后，民艺自然被纳入——她从全国各地发现民艺产

品，甚至引进日本手艺人的作品。就这样，民艺成了书房的“招牌”。例如，几乎每位客

人都会对手工茶器赞不绝口，不乏当场买回去的。

中国古代装束小组
地点：豆瓣小站

如果你只知道汉服，可就out了——从2007年至今，十几个年轻人创立了“中国古

代装束复原小组”，通过几年努力，他们将春秋时期的挽髻、汉代的裾袍、盛唐的贵

妇装等一一呈现到当代人眼前。

小组发起人刘帅，本科读服装设计，还学过国画。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有创造力

的服装设计师，但又不能是“凭空的”，由此，他想到了自己喜爱的汉唐。“我偏爱汉

代和盛唐的情调，豪迈雄浑，体现在服饰装束上就是绚丽大气。”但是具体是什么

样子？工艺如何？现代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刘帅决定亲自实践。很快，他身边聚集了

十来个志同道合的人。

年轻人们从资料搜集、历史研究入手，参考各个时代的文献、壁画、石刻、陶俑

等，逐步完成了定装、织布、染色、剪裁、缝制、绣花、发型、化妆等过程。

用了好些年，终于重塑了从先秦到南宋的装束，并拍摄了影像。“每个造型的筹

备时间至少有半年，都是从头做起。”刘帅表示。布料是从一家用传统手艺制作绫

罗绸缎的厂家订的，化妆颜料干脆由小组成员DIY。

效果如何呢？那些装束——圆领袍、茱萸袍服、褙子、襦裙、帔子、螺髻等等，每

一件都有一连串美丽的装饰名。加上模特浓妆艳抹，十足的“盛唐范”，网友纷纷赞

叹“亮瞎了”。刘帅又据此制作了画册、礼物，同样受到欢迎。通过这次试验，刘帅领

悟到，传统绝不是僵硬的，动手过程就是实践过程。“我们就像做了一个大游戏，好

玩有趣长知识。”

柴窑工作室
地点：重庆歌乐山

柴窑，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官窑之一，孕育了最具魅力的制陶术。尧

波，1967年生，重庆人，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工艺设

计系，自办“无烟柴窑”，用传统的工艺制作符合现代理念的陶器。

说起来尧波算出生于美术世家，父亲特别想把子女们培养成

艺术家。“我从小上课、学画画，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可孩子爱

玩，画烦了，她就逃出去。很长一段时间，她感觉艺术与自己的天性

无法融合，直到接触了制陶。“我发现很有感觉，用泥土，不需要老

师，自己就可以学。做陶更适合我的性格，一通百通、得心应手，很自

然，是触觉的东西。”

和多数制陶者不同，尧波不用电窑或气窑，而采用古老的柴

窑。她解释说，电窑和气窑固然解决了所有技术问题，却让制陶有了

“标准模式”，从而取消了可能性。相反，在柴窑里制陶人要经历多

次失败，在失败中磨砺，最后形成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陶艺品。

四川美术学院迁至大学城后，尧波萌发了创建“柴窑工作室”的

念头。她在歌乐山方堰塘找到一家废弃农舍，将其改造成两部分：一

部分筑造无烟柴窑，另一部分为开放空间，供各地同仁交流、切

磋。“制陶者首先是一位工匠，一位属于大地和天空的工匠，一位作

为宇宙工匠的艺术家。”尧波说。

中国民艺博物馆
地点：山东济南

在民艺界，潘鲁生是响当当的名字，二十多年来，他从事民艺的

发掘和研究，更于1998年创办了中国民艺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剪纸、

陶艺、编织、服饰等民艺作品，运营至今已成为济南的文艺地标之

一。

在潘鲁生看来，博物馆只是保存和传承民艺的方式之一。他认

为，民艺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包括了生活状态、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等范畴。“例如剪纸，不仅是现代概念的艺

术形式，也不只是做窗花、做鞋花的底样，其实它就是一种民间造型

或民居装饰的一种形式。”由此，他提出“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

划”，要以“生态学”的视角定义和创新民艺。

创意陶器
陶艺是中国的传统

古老文化。中国的英文

名称叫China，意思是陶

瓷。世界各国的制瓷技

术多是从中国传入的。现

代陶艺多指生活陶艺，人

们将创意美学融入生活

陶艺制作，生产出造型

别致有新意的茶壶、盆

栽，令人耳目一新。

新剪纸艺术
剪纸是中国汉族

最古老的民间艺术

之一，代表有扬州剪

纸、山西剪纸、蔚县

剪纸等。过去，剪纸

是民俗活动的重要一

项，而今，剪纸不仅是

一种装饰，更成为一

种创意设计形式，创

新的剪纸作品成为艺

术家新的表达方式。

时尚宋锦包
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

之一。开始于宋代末年（约

公元11世纪），产品分大锦、

小锦、彩带等数种。大锦又

称“仿古锦”，花色有40多

种。宋锦，它的产地主要在苏

州，故又称“苏州宋锦”。现

在人们将宋锦元素运用到

皮包设计、现代服装设计

领域，自此宋锦具备国际范

儿，面向全地球村的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