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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的正能量，你感觉到了吗？

与王彦文的相遇地点还是挺有意思的，既不是在首饰精品店也不是在首饰工作

室，而是在一个心理舒缓空间，这是他在上海的落脚点，平时，他很多时间还是待在苏州

老家的设计公司。“首饰也能够给予人正能量，以及心理上的安慰，这和心理疏导也算异

曲同工吧。所以我与这个心理舒缓空间合作，将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室安在这里。”王彦文

笑着说道。

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王彦文，虽然专业学的是数字动画，但是他对珠宝原材却有

着浓厚的兴趣。在大二的时候，一次放假，他跟着师哥去师哥的老家连云港玩儿，原本

只是把参观东海水晶市场当作常规走马观花项目的他，竟然一发不可收拾，被水晶的神

秘与魅力所深深吸引，在里面逛了好几天。而用2000元购买的水晶原石也帮助他在校园

里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很快，学校珠宝专业的同学甚至是老师，都慕名而来，向他购

买各种水晶原石进行研究与设计。在这一来一去、一买一卖之间，王彦文对于各种水晶

的特性渐渐都了如指掌。当然，他不满足于只是买卖，他也依靠着自己的理解与才智，用

水晶设计、制作各种首饰，每次一出，都被一抢而空。当被问及为何当时不直接转珠宝专

业，系统地学习设计课程时，不走常规路的他摇摇头说：“我不想自己的想法被框住，一

张白纸，反而可以画出更加天马行空的图案来，不是吗?”

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王彦文并没有继续自己的珠宝设计，而是去了一家综合性的

设计公司，从事室内设计的工作，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让自己的设计风格转换跑道的

人，那就是公司的艺术总监仲青。

仲青曾是木心的学生，对《诗经》比较有研究，他用现在的语言为它做注解，并尝试

着恢复用传唱的方式，让《诗经》传播得更远。在平日的接触中，仲青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古典气质，给王彦文的触动非常大。王彦文也在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设计，才是自

己真正要走的路呢？

有一次，王彦文去留园散步，作为苏州人，他从小到大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而这一

回，他却对园中的太湖石产生了别样的感觉——这不就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一直在寻

找的东西吗？以太湖石为原型，还原自然之美，王彦文的代表作”壑海玄魂“和“翔龙

云石”的初念就这样产生了。其实光看名字，大家也很容易联想到苏州园林中的各种奇

石。而实际上，这一灵感最终还是来自于宋徽宗的绘画作品。

“宋徽宗热爱艺术，尤其喜爱太湖石。甚至把水里采的和民间藏的太湖石，装上大

船，运往汴京。”提起太湖石，王彦文娓娓道来，“跟宋徽宗一样喜爱太湖石的文人墨客

很多，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太湖石或存在于园林中的假山，或存在于书画作品，但这一

次，我想让它更贴近人，于是，以太湖石为原型，设计了一系列饰品。”

许多人看见这个系列的首饰的第一眼，都会在心中打好几个问号与感叹号，因为它

们的样子与材质实在是太特别了，是又不是，像又不像。用中国银打造，简单的黑灰色

调，赋以太湖石的神韵，在几厘米的方寸间，有许许多多的凹面和凸面，在不同的光线

下，在不同的颜色背景下，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就如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一样，这是最美妙与最有趣的部分，也是王彦文想要的效果：“许多人喜欢的珠

宝饰品，往往追求其材料的价值，其中包含多少黄金、多少珠宝、是否能够保值，但我觉

得，真正值得流传的珠宝，更在于其中包含的文化元素和设计审美。”

虽然首个中国风系列首饰大获成功，并且已快售罄，但是，王彦文并不急着马上着

手设计下一个系列，而是潜心跟着仲青一起研习《诗经》。他希望等到自己吃透其中的内

涵与意境之后，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的以《诗经》为主题的作品。《诗经》传下的是文字，而

如果自己可以用形象将它诠释出来，用首饰这样流传性比较广的载体来呈现，那就实在

是太好了。这个过程还很长，但是王彦文愿意去等，因为他毕竟还非常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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