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展⼈人前⾔言：露华凝澈 
——清代&当代玻璃器物展

薛吕 

策展背景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当代的玻璃艺术已初露端倪，玻璃⽂文化也逐渐⽣生根发芽，⾃自2000年起国内20
多所⾼高校相继开设了玻璃艺术⼯工作室和课程，为培养玻璃艺术⼈人才奠定了重要基础；2011年上海玻
璃博物馆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玻璃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玻璃艺术爱
好者投⾝身于玻璃艺术事业，以推动中国玻璃艺术的⼜又⼀一次复兴。我⾮非常有幸，在该运动之初就加⼊入
了这⽀支队伍。



 
在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和传统玻璃实践的种种信息和问题进⼊入了我的视线范围，
在简单梳理了两千年中国玻璃艺术的发展之后，受到⻄西⽅方玻璃实践影响的中国清代这⼀一时期脱颖⽽而
出，在欧洲数个国家级博物馆的清代玻璃实物以及同时期⻄西⽅方玻璃藏品的研究中发现：当时的造办
处玻璃⼚厂在⻄西⽅方传教⼠士的指导参与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玻璃颜⾊色品种以及典雅华丽的装饰⻛风格，推
动了当时中国玻璃制作、成型和装饰技艺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玻璃艺术史的巅峰。我不禁被这⼀一历
史时期的玻璃实物所吸引，⽽而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又发现了其与中国当代学院玻璃艺术发展存
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的博⼠士课题主要围绕着“⻄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实践”开展，将清
代的玻璃艺术实践作为历史⽂文脉，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从制作、成型和装饰三个⽅方⾯面进⾏行剖析，并
分析作⽤用于玻璃材料实践创作的材料等级、制作成本、器物价值、经济⽂文化因素等。期望通过对于
中国清代玻璃实践的研究，以及将个⼈人的实践作为案例，为当代中国⾼高等学院的玻璃艺术教育提供
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和参考模式。
 
对于该课题的研究⾄至今仍在进⾏行中，此次《中国清代玻璃艺术》课题获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美术学’
建设规划项⺫⽬目”为深⼊入的研究中国清代玻璃艺术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使更多的实践者参与开展以清
代玻璃为灵感的当代玻璃实践创作成为了可能。以此为⾼高校玻璃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提供积极的
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关于展览/成果
《中国清代玻璃艺术》课题的研究历时三年，团队成员包括中国、美国和英国清代玻璃研究⽅方⾯面的
学者、⾼高等艺术院校当代玻璃艺术教育⼯工作者以及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课题⽴立项之初的6
⼈人团队发展⾄至20多位中外艺术家、设计师、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展览作品创作和图册论⽂文的撰
写。围绕清代玻璃器物这⼀一主题，有16位来⾃自国内外的玻璃艺术实践者在课题的进⾏行过程中参与创
作了近30件以此为主题的当代玻璃作品，作品涉及学术、艺术、设计和⼿手⼯工艺多个领域，由此形成
了此次的“露华莹澈——清代&当代玻璃器物展”，是国内⾸首次举办的结合古今的学术性玻璃艺术专题
展。
 
“古今结合”是此次展览的切⼊入点，对于设⽴立的“清代玻璃”的主题，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限制，清代玻璃
的造型、⼯工艺、装饰、甚⾄至是创作⽅方法和实践模式都成为了当代实践者们的创作灵感。虽然清代玻
璃主要以功能性的器物为主，但这并没有局限当代实践者的视⾓角，创作的作品中不仅体现了中国传
统⼿手⼯工艺的精致优雅，继承了古代玻璃制作的⼯工艺精髓，并且在观念表达、材料理解以及⼯工艺⾰革新
等诸多⽅方⾯面都给予了创造性的阐释。
 
实践者[1]的选择采取了“多元分层”的原则，邀请了分享同⼀一⽂文化渊源的中、⽇日、韩三国中⻘青年实践
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实践者、以及不同应⽤用领域的艺术家、设计师和传统⼿手⼯工艺⼈人。
 

他们在原先的个⼈人玻璃实践中都或多或少的围绕着“器物”的主题展开，但通过对于“清代玻璃”同⼀一主
题的创作，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多样化的创作思路和⽂文化继承的多元路径，充分体现了创作⽅方法、
地域⽂文化等因素对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且由该主题引申
出的关于艺术、设计以及⼿手⼯工艺边界的探讨在展览中得以诠释。他们的个案和发表的论⽂文⽣生动地展



⽰示了实践者们在玻璃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材料、⼯工艺、历史⽂文脉、⽂文化内涵、社会价值等诸多因素
的深刻思考，以及他们对于玻璃艺术，尤其是当代中国玻璃艺术创作持有的观点和⻅见解。
 
对于“⽂文化传承”这个开放的命题⽽而⾔言，“露华莹澈——清代&当代玻璃器物展”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
对从事玻璃艺术教育的专业⼈人⼠士、进⾏行玻璃艺术创作的学⽣生以及热爱玻璃的观众朋友们有所启发。
 
同时，在课题的研究中，完成了21万余字的《中国清代玻璃艺术》专著，对相关的清代玻璃实物进
⾏行了⼯工艺上的复制，以此分析当时玻璃制作的技术难度、成本、⼈人⼯工等⽅方⾯面的信息，⼀一并在展览中
展出，使⼲⼴广⼤大的观众了解清代玻璃实践的各个⽅方⾯面，当然这些⼯工作也将为今后研发相关的⽂文化创意
产品奠定良好的基础。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该课题内容孕育⽽而⽣生的“关于清代玻璃⽂文物保护和修复”的研究也得到
了相应的开展，并展⽰示玻璃⽂文物保护和修复理论研究及案例实践的相关成果，还需要得到社会各界
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以深⼊入和不断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1]在此，使⽤用“实践者”⼀一词来更为准确地描述这个将玻璃材料作为创作表达媒介的群体，⽆无论是艺术
家、设计师还是⼿手⼯工艺⼯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