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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汉风·和风——日本传统艺术品展”的
布展体会

一、展厅展示：汉风禅意之美
古代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当时的日本长期致力

于学习中国文化。早在隋朝，日本朝廷就派遣使节来到

中国，历史上称之为遣唐使、遣唐僧。他们努力将中国

文化引进、移植到日本，从而使日本文化深深地打上了

中华文明的烙印。本次展览中我们既想表现“汉风东渐”

但又不能失去“和风”的主题，所以在展厅整体氛围的

营造中，刻意打造一个充满禅意的展示空间。禅意源自

中国佛教的禅宗理念却深深印入日本人情感及生活习俗

之中，成为一种不知不觉习以为常的东西。

展厅整体以青灰色为主色调，简素的颜色体现出一

种朴实、清幽之气。留出一大片展墙空间搭配一张大篇

幅的日本园林写真图片，以贴和纸的推拉门窗及半露的

榻榻米为近景，透过打开的门，远处是充满禅意、宁静、

空寂的园林景观。拉门、屋檐与榻榻米构成的立体效果

具有强烈的空间透视感，可以将图片里的空间一直推延、

扩展，使人有如身临其境，翠绿的景色渲染使展厅充满

清新与灵动的气息。

序厅主题版以白色为主，配以青色与粉色（图一）。

由于受禅宗思想和日本的神道教影响，日本人视白色为

2016 年的“5·18 国际博物馆日”，泉州海外交通

史博物馆与收藏家曾华伟先生合作举办“汉风·和风——

日本传统艺术品展”。展品是从曾先生珍藏多年的数千

件日本传统艺术品中精选出 265 件藏品，分为日本茶道

器具、香道器具、宗教题材与人间国宝四大部分，涵盖

了日本传世瓷器、漆器、铁器、佛像、字画作品，藏品

的时间跨度从日本战国时代到近现代日本人间国宝级艺

术品，是一次有较高水准的藏品展。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

流长。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对日本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

影响，同时，日本人民也在对外来文化不断地吸收、取

舍、调和中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

早在江户时代（1603 ～ 1867）就形成传统的匠人文化，

日本匠人对所造之物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完美至极，这

就是他们的匠人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本次展览中就是

精工细作、美不胜收的展品。因此，在这次展览的布展

策划中我们不仅要体现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也想

表达日本文化在不断学习中所形成的极具禅意的美学意

识以及充满责任感的“匠人精神”。

◎陈小茜（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泉州   362000）

摘  要：2016 年的 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为此我们举办了“汉

风·和风——日本传统艺术品”展，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使观众了解，在汉文化影响下

而形成的日本“和风”文化，并感受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与人文景观。在

布展策划中我们不仅要体现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也想表达日本文化在不断学习

中所形成的极具禅意的美学意识以及充满责任感的“匠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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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尊贵、敬重之色；青色则被视为东方色，它源于斑驳

的青铜锈色却体现了自然古典的素雅之美，在青色的底

色上隐约可见汉代风格的漆器与海洋纹样，强调一种中

国文化之源；而粉色的日本樱花柔美易逝，正如日本禅

宗所推崇的残缺美，樱花的运用无疑使主题的“和风”

意味更加浓郁。同时对于展厅的引导牌，我们在主题版

设计的基础上添加了中国古典建筑中“屋檐”的元素，

以黑白的图片形式突显屋檐上挂着的惊鸟铃，营造一种

“鸟鸣山更幽”的意境，烘托禅意的氛围。白色的圆形

底纹在日本有正确、圆满、成功的意思。

序厅部分，我们采用资料图版的形式表述“汉风东

渐”。通过航线展示当时日本派遣唐使从海路登陆登州、

明州等港口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情况；同时运用大量的

数据表明当时来中国学习的遣唐使、遣唐僧的次数及人

数。其中介绍了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

中国文化，对当时日本的佛教、书法、医药的发展都做

出重大贡献。以图表方式讲述鉴真 6 次东渡 5 次失败的

过程，展现其坚定的信念与超人的毅力。展板还展示鉴

真在日本奈良创建的唐招提寺，及描绘当时日本朝野僧

俗欢迎鉴真登陆日本时的场景图，体现日本人民对鉴真

的喜爱与尊敬。

在藏品的陈列布设上，同样注重禅意的体现，我们

将素色的藏品器皿摆放在纯自然、高简素的展柜色调中，

烘托出朴素、简约之美。没有多余的色彩，即便是展板

上相应的介绍也采用黑、白单色系，这种精炼的视觉美

感，正是禅宗精神中“纯净意象”的体现。

展厅中安置两个并排的两米宽双面展柜，专门用于陈

列一套完整的日本茶道器具与香道器具（图二、三）。小

场景式的陈列方式丰富了展览中的展示情趣，也适合日本

小器具的陈列表达形式。在日本，茶道、香道与花道是相

互存在的。这种“道文化”结合了日本的美学观念与具体

技艺，充分体现出闲寂、雅致的禅宗美学意识。因此，我

们分别在两个展示柜的花器上加入了插花艺术，象征生命

的花卉使得整个陈列展示更加生动而富有变化。

二、烘托藏品：匠人精神的极致之美
很多时候，我们会惊讶于日本人对各种在我们看来微

不足道的细节的执着追求。这使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流

露出一种精致感，而这种精致感和法国人充满艺术气息的

精致不尽相同，它更多地表现出日本人对细节的态度和对

事物追求极致的美学观念。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推崇敬业、认真的“匠人

文化”，形成了一种刻意求新求精的“匠人精神”。它

不仅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将制作工艺的精湛技巧发

挥至极致。在展览中，我们意在通过一件件精致的藏品

表现出这种早已融入日本人生活意识中的“匠人文化”，

体现他们用这种匠心独运所创造的极致之美。譬如日本

漆器。漆器源于中国，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项传统工

艺很好地延续和发扬。而早期流传到日本的中国漆艺，

却在日本工匠的传承、创新与精益求精中逐渐形成了自

身独特的和式风格，并使之成为了日本民族的象征。

莳绘是在木质

表面上漆后，轻撒

金、银粉末，细磨

至金辉银辉显现的

工艺 [1]，是日本传

统漆器工艺技艺的

一大标志。莳绘讲

究雕琢的功夫和细

腻的装饰，如展品

中江户时期富有日

本特色的一套山水

酒台酒盃漆器（图

四）。这件采用“肉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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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莳绘”的工艺技法，利用隆起的漆面形成缓坡，来表

现山水的重峦叠嶂，以“付描”画出金色的水波纹，远

处的天空则采用紧密的“梨子地”制成，利用“沃悬”

手法处理酒台及酒盃的边沿收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酒

台的莳绘，采用精致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依流水而建的屋

舍篱墙、小桥山涧唯美的田园山水图。日本工艺的极致

之美，还表现在整套器物的外壁、内壁、盃底都布满极

其精美的莳绘，其细腻豪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展品中还有一件江户时期的嵌螺钿琴棋书画人物四

重漆盒（图五）。它是在传统的莳绘基础上增加了螺钿

镶嵌技艺，以中国古代文人修身所必须掌握的四项技能

为表现元素，采用经过研磨、裁切的贝壳薄片作为画面

镶嵌纹饰，不仅极致而且充满文人气息。日本的漆器用

的都是生漆，也就是植物漆，在木制盒上先反复涂抹底

漆，大概要花费 3 ～ 6 个月的时间。在涂完底漆的器物上，

再按图案颜色的要求，寻找合适的、打磨后的贝壳来镶

嵌，这同样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也就是说一件漆

盒所要花费的工时最少需一年，所谓“慢工出细活”，

正是日本匠人工艺的极致执着与坚守。

为了体现日本对传统技艺的重视与保护，这次展览

的展板中我们特地介绍了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它

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及手工艺的保护制度。日本政府投入

雄厚的资金，将那些大师级的艺人、工匠，经严格遴选

确认后由国家保护起来，让其有条件磨炼技艺、培养传

人以防止手艺的流失。制造业在日本是一个比较受尊敬

的领域，因为其所制造的产品价值并不能单纯用金钱来

衡量，而是在于欣赏它在创造过程中所赋予的功能以外

的美与道，并从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如日本民艺

学家柳宗悦提出，“将技术作为某种专门工作来理解也

可以是道”。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匠人技

艺是被放在实用技术层面的，被置于知识体系的底层。

在日本，匠人技艺是被定位为“造物的文化”，获得了

延伸发展 [2]，这也就是日本匠人受到尊敬的原因。或许

正是因为日本对匠人的推崇，才得以让日本的传统工艺

世代相传，直至今日匠人世家也还守护着家业，也还保

留着活性。这种对匠人世家的保护传承值得我们借鉴。

如展品中一套苏山世家制的青瓷系列（图六），苏山一

代诹访苏山（1852 ～ 1922），因其制作的青瓷作品拥

有宋瓷风韵，瓷色柔润如玉犹如龙泉青瓷而备受推崇，

被称为“青瓷苏山” 或者“苏山青瓷”，并于大正六

年获得“帝室技艺员”称谓，与日本人间国宝同等级别。

在经过诹访苏山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四代，如今苏

山青瓷已形成了自身釉质浑厚、釉色青润、幽玄端庄的

艺术流派。从一代苏山制的仿宋龙泉窑凤耳瓶到二代苏

山制的嵌鱼纹青瓷罐，再到三代苏山制的钟型青瓷花瓶，

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变化的是不断创作出符合社会发展

的新作品，不变的是磨砺中精益求精的技术与质朴、素

雅、自然的极致表达。

除了藏品所表现出的精工细作外，即便是藏品的包

装上也体现出日本人做事的一种态度。每一件藏品都有

独立的木盒包装，简单朴素但同样做工精致，采用榫卯

结构很好地将物品严丝合缝地放置于其中，为了更好地

保护器物，盒子内部四周都用素色亚麻布软包，这也是

日本追求自然材质的一种禅意体现。每个盒盖上都明确

标注藏品的年代及制作者，这是工匠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即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成果。在展览陈列中我

们也有意将这一细节展示给观众，我们选取部分展品连

同包装一并陈列，让观众在细微中感受日本的“匠人文

化”（图七）。

图五 图六 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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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展陈方式及陈列理念也

在发生着改变。现代陈列展览不再是单纯的说教式展示，

而是通过与展览相关的活动来推动展览文化的延伸。

日本香道文化的源起有一说法是随中国佛教的传

入，由鉴真和尚带去间接加热的炼香技术，开拓了日本

对香料使用的门道和范围。在展厅里除了日本香道器具

的藏品展示，我们还设置多媒体播放，介绍日本香道文

化的历史及演变，以此同时我们在特定的互动体验区内

讲授中国传统的香道文化，比较日本香道文化的不同。

中国传统的香学是以“和香”为核心的，运用不同的香

料配方追求的是“香气”对人的综合作用。而日本人的

“香道”，则是以焚品原态香材“香木”为主，重视的

是“香味”。展览期间适逢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在这个

节日里中国古人为保子女健康，会利用中草药制成的有

香味的药料，装进布袋里带在身上，用来驱蚊辟邪，古

人称这个布袋为“香囊”。我们结合此次展览中的日本

香道文化，设计了一个极富有汉风东渐风格的“闻香识

古风”香囊制作体验，希望通过这些互动体验项目丰富

展览的内容，传播更多的信息，让观众在体验中增进对

展览的理解与体会（图八）。体验区内，我们提供各味

香料按不同功效划分一定的比例配置，体验者可以根据

需要，自己动手称出香料比例，再用石臼研磨成粉装进

备好的香囊袋中。香囊的制作提高观众的参观兴趣，不

仅学到了知识，还可以将展览文化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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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今年的“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

人文景观”。我们希望通过展示日本传统艺术品，让观

众了解“和风”文化，了解日本独具民族特色的人文景

观。同时，也想通过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展示其背后日本

匠人的职业精神，以及整个社会对文化与技艺的珍惜。

当今社会极速发展，如何让这些保留着民族共同记忆的

有形文化、无形文化，不在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手中

断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到“工匠精神”，而“工匠精神”更多地在于汲取匠人

精益求精的精神，不仅在制造上不断精进，而且在精神

认识上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在过去的

中日交流中，我们一直有一种上国意识，一种自我优越

感，我们习惯上认为日本是个小国。这妨碍了我们真正

虚心学习日本文化的长处。而日本正好相反，他们善于

学习，并且能够迅速地汲取其他民族的经验、智慧来发

展自己，完善自己。学习“日本匠人精神”，在于其对

于美及细节的坚持 , 对待任何小事都用最细致的心、步

步扎实地去实践。同样这种精神用于博物馆的陈列展览

中不仅是展览的氛围营造、展品说明牌的设计及展览的

配套宣教活动，而且在于对待展览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

具有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样才能使博物馆在当前文化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图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