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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一种片段中的片段。它给

予我们优美的想象空间，人们从中可

以发现一种表达诗的意境的审美方

式。玻璃铸造了一个文学的想象，一

种诗意的抒情。

——庄小蔚

创想

 罗小戍《惊蛰》
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得创作的灵感。作为一名艺术

工作者，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艺术文脉，从而创

作出符合当代文化的作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

 吴昊 《矛》
灵感来源于古代兵器。兵器给人的感觉有

“冷”的特性，而玻璃常用热熔的方式去塑形，结果

却是冰冷的质感，两者之间有着共通之处。作品是

对玻璃造型和内部纹理的实践。

 吴昊 《链接》
作品是作者在探索玻璃材料和造型之间的关

系。作品颜色暗沉，强调材质的转换特性，同时也表现

过去的一种状态。在制作玻璃作品的过程中，都会有

一些限制，无论是从玻璃、形体、潜意识上，都会有一

些限制，作品表现了作者想要跳脱框架、挣扎的内心

状态。

 江子迪 《多余之环》
在制作玻璃艺术的过程中，玻璃胶枪的最后一

段，是永远用不到的。作者将这些用不了的部分翻

模，并尝试用不同颜色的玻璃颗粒，拼出一种更奇幻

的色彩效果。艺术本身也有同样的意味，似乎永远用

不到，但又是很必要的存在。

 罗小戍 《佛像造像空间研究》系列
从“丝绸之路”的行走中，获得灵感。龟兹的克孜

尔石窟、敦煌的莫高窟是千年丝路的文化脉络点，它

们承载着大量的艺术珍品，蕴藏极高的艺术价值。从

《佛像造像空间研究》的系列作品，不仅能“读”到

点、线、面与光影的穿插、叠加、融合形成的有趣视

效，亦能从中感受到其“心”与物，“心”与传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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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怎样理解用玻璃进行“诗意”的抒情？

庄：写实主义的传统，在于定格最激动人心的一瞬间。但

是今天，由于抽象技术的出现，它会改变人的看法。从20世纪

开始，现代艺术都在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玻璃材质来

说，这样的材质本身也非常不适合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以

诗歌为例，在某一个特定的情景下，触发人的情感，并就此探

讨另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要抓住给你感受的那一刻，用玻璃并

且只能用玻璃材质表现出来，这就是“诗意”的抒情。

Q：近三年来，玻璃艺术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改变？

庄：朝文化现象转变。从前，玻璃艺术是完全建筑在西方

的历史上的，但是，现在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这三年来的

教学中，我们恰恰不是在传统上深挖，而是从更国际化的角

度去深挖。玻璃艺术的作品，是不是有故事，是不是和思想相

关，造型是否意味深长，和文明有关。玻璃艺术需要从思想、

文化和高科技的方向发展。

Q：你的作品中，许多都是玻璃材质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

起，你觉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罗：创造性的转化是我个人创作的一个指导原则。它不

是临摹、照搬传统，也不是对传统的元素或符号的复制，亦非

架空虚构的抽象。而是要对传统艺术整体把握，探讨其中“意

象”及“意境”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如何启迪创意和激发新的

可能性。学院玻璃艺术已摆脱玻璃媒材在实用与功能性的认

知束缚，并逐渐打破玻璃偏重于传统“器物”造型与“雕塑”外

观上的捆绑，开启了创作者在观念与精神层面上的探索。

Q：从雕塑到玻璃，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从事玻璃艺

术？你所理解的颠覆性，又是什么？

江：在做 雕 塑的时候，我做了一 个系列，是 裂开的茶

壶，无意之中实验到了一些透明的材料，于是就想用几年的时

间来研究一样材质。我认为，人的性格和底色是不会发生改

变的，就像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事物发生裂变的一瞬间。从雕

塑到做玻璃艺术，都是从不同的窗口来看自己。对于创作者来

说，为了故意去反对，就和故意去迁就是一样的，都掉入了一

个陷阱，所谓的颠覆性，应该是基于自己本身的逻辑基础。

Q：“玻璃艺术在于表达个人的体验和感受”，你的作品中

怎样体现这一理念？

吴：每件作品的出发点对我来说比较重要，这个出发点

可能是非常偶然性或有趣的。我觉得我的生活中，一直离不开

“思考”这个动作，有一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情，才是我们思考

的本质。所谓的“无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些“错误”是必然要

经历的，是结果的一部分，这些“无意义”的过程、结果、偶然

的瞬间，反而都是最重要的。我想用玻璃这种材料，表达对艺

术、生活的理解，这也是我理解的“颠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