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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漫长的玻璃历史相比，学院派玻璃艺术的历史似乎就短了一些。从1970年代，英国皇家美术学

院第一次将其列为学院课程开始，玻璃艺术便展开了一场颠覆性的变化。在此之前，玻璃多数被用作工

艺美术品，自此之后，玻璃便可以仅仅是艺术家用来表达思想的材质，无需讲究实用性，也不再单纯为

了服务他人。这个时期，在美术史上被称为“玻璃工作室运动”，主要是指从艺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家拥

有自己的工作室。而这场名为“颠覆性|学院玻璃的实验”的展览，其中所展出的玻璃艺术展品，均来自于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手：“通过这个展览，我们试图对大家有所启发，试图留下时代的印

记，对历史有意义。”庄小蔚教授谈到策划这场展览的初衷时，如是说。

在此次的展览中，有多件展出的玻璃艺术品，出自于庄小蔚教授本人之手。比如，被称为《脸书》的

展品，用玻璃勾勒出人脸与书本的形状，从而在视觉上呈现出Face和Book的效果。而这个名称同时又

具有另一重意义，是用来沟通的通讯工具。这种被称为“双重页码”的艺术处理手法，也被运用在另一

件名为《战士的面具》的作品中。如今，我们所说的“人格”一词，便是来源于古希腊语，原意则为“面

具”。在古希腊现实主义的学者看来，人类应懂得在不同的场合下，扮演好不同的角色，而不至常因“心

口一致”感到痛苦。这两件作品中，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城市、对玻璃材质之外的探索，也反映了

玻璃艺术的第二重“颠覆性”的含义。

“颠覆性”的第三层含义，聚焦于审美。罗小戍的作品《佛教造像空间研究》系列，便是来自于他

的几次丝绸之路行走之旅。当他回忆初会莫高窟的景象时，他这样说道：“一扇扇石窟门次第打开，光

随之‘流’进石窟，周遭的雕刻、壁画也变得‘鲜活’起来，跃然壁上。”石窟中的雕像壁画，有的尚为完

整，有的则已残缺或不复存在，但是这些不完美却使他读其“实”而思其“虚”，似乎从中获得了更多的

感悟，“我从中感悟到‘界限’并非事物终止的地点，而是事物开始存在的地方。”于是，罗小戍便创作了

这一系列的作品，探讨“虚”与“实”之间的关系。

在某个情景下触发人的情感，并借用实际存在的事物，探讨另一种思想，这种艺术化表现的形

式，在庄小蔚教授看来，或许可被称作是一种“诗意”：“‘诗意’是颠覆性思想的另一件事。每个人都要

抓住给你感受的一刻，用玻璃材质表现出来，并且这种感受只能用玻璃材质表现。所有的颠覆性都是内

在发生的，它无处不在。艺术家通过作品在思考、在探索，也许很多作品，它仅仅是一个实验，但探索是

永久的。”庄小蔚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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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蔚 《黑天鹅，这么近》

 庄小蔚 《追风VI》
“追风”之名，来自于参观秦始皇陵时，了解到秦始皇

有八匹好马，其中一匹名为“追风”。作品外形极为简洁精

练，表现出“追风”二字的形态。

 庄小蔚 《脸书》
用“双重页码”的手法，既表现出视觉上的“脸”与

“书”，同时又表现新的沟通交流的方式。

 庄小蔚 《战士的面具》
面具，不仅指戏剧和人生中的面具。在古希腊的现实

主义中，面具也代表着一种哲学，认为人应该懂得在不同的

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