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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

有这样一盏特殊的灯，悬挂

在党扭村一组进寨入口

处。傍晚微风拂过，夹

杂着香禾糯淡淡的清

芬，远远望去，村口

成群的“稻香鱼”亮起

微光，随风起舞，好像在

欢迎每一位踏上这片乡野

的旅人。

美妙的光影源于林乐成

带领团队在这里完成的一次特

殊的艺术创作。贵州省从江县历

来以“香禾糯之乡”著称，侗族农民

世世代代扎根梯田。“当我第一次抓起一把稻草的时候，

发现它特别柔软，有韧性、有弹性、有可塑性。”这是林乐

成踏上这片乡野的第一反应，于是他就地取材，以田间地

头闲置的稻草秸秆为材料，编织成29条小稻花鱼、5条流

线型稻花鱼和 1朵流线型云朵，并将LED彩色灯带嵌入

其中。入夜，这盏特殊的灯亮起光芒，照亮了加榜乡的百

亩梯田，也用艺术点亮了乡野。

艺术为乡野带来勃勃生机。坐落于浙江龙游溪口镇

石角村，由林乐成参与设计的大型竹装置作品《光之亭》，

如今已经成为溪口新文化地标，一个让人身临其境与声光

电交互体验的文化空间。几年前，同样因为乡村振兴项

目，林乐成走进石角村。这里漫山遍野的竹子成为林乐成

眼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创作材料。于是，他邀请当地农民

作为创作助手，并以地域的自然景观为创作题材，陆续完

成了《竹之光》《灵山江》《光之亭》等百余件艺术作品。

“作为艺术家，只有零距离深入乡村生活和人民，才

能使艺术发挥最大效用。”为此，林乐成日夜驻扎在此，与

当地手工艺人一起进竹林砍竹，与大家商讨竹产品研发

策略，成为了当地人口中的“农民教授”。在创作《光之

亭》作品时，林乐成还让当地儿童参与进来，使孩子从小

了解乡村的竹资源。“在幼小的心灵中树立起地域文化自

觉，这样乡村振兴才能后继有人。”林乐成说。

“我的艺术来源于村落，也希望能回馈于地方产业。”林

乐成说。为促进溪口当地竹产业的发展，林乐成创作了一

些适合批量生产的产品，目前年产值达到近2000万元。同

时，他把竹灯也带到了上海，上海清控人居产业园内的装饰

灯、廊灯就是溪口的创意产品，以此考察大都市对于乡村文

化产品的接受度，为乡村产业的推广寻求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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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宜的材料、确定合

适的主题、塑造恰当的形象，

再到具体的纺、染、织，这是国

际纤维艺术家、松江新桥镇清

控人居美术馆馆长林乐成创

作每一件纤维艺术品时的大

致步骤。从 1972 年到现在，在

51 年的漫漫岁月中，如此循环

往复，林乐成对纤维艺术创作

始终不离不弃，并乐此不疲。

“松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规划发

展，让我们选择在这里开设清

控人居产业园美术馆。”林乐

成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国际纤维艺术家、纤维艺术教

育先行者、中国设计贡献成就

奖得主，半个世纪的耕耘和矢

志不渝，让林乐成在纤维艺术

领域成绩斐然。纤维艺术全方

位融入他的生命，他也让纤维

艺术走入生活，走入大众。

细细观摩着手边正在创作的一件纤维艺术作品，林

乐成的思绪回到 60 多年前，出生地沈阳已是儿时的回

忆。“对于老家的印象是排布在大马路两边的印染厂、钢

铁厂、陶瓷厂、轴承厂、玻璃厂，尤其是小时候常去的、父

亲工作的第三纺织厂。”林乐成称，他和纤维艺术的缘分

可以从那时候说起。

上中学后，林乐成遇到了他的绘画启蒙老师李志芳，

“李老师创作的极具个性而又充满感情的作品，让我看到

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有画画的天赋，1972年他被沈

阳市地毯厂吸收为织造工人。一年后，成为图案绘制员，

并有机会参加省、市工艺美术公司举办的设计人员培训

班，得到了插图画家沈泽公和鲁迅美术学院雷印凯、许竹

筠等良师的悉心指导。当时他参与设计的天然色地毯还

参加了197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

1978年，林乐成迈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大门，并于

1982年毕业后留校，从事纤维艺术的教学与研究。1985
年，他在学校开设了编织壁挂设计制作课，这也是中国教

育史上在大学开设的编织壁挂教学第一课。从教 38年，

如今林乐成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有江苏省工艺美术大

师梁雪芳、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郑丹、浙江省工艺美术大

师张焕宝，以及清华美院 2002级王志平等。纤维艺术有

了诸多年轻人的传承，也让林乐成深感欣慰。

1999年，林乐成的纤维艺术作品《春夏秋冬》获第九

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让他在行业内崭露头角。之后，

他精益求精，先后获得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

奖、首届全国壁画大展大奖、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

金奖、中国建筑应用创新大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银质奖等

奖章。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纤维艺术创作，林乐成几乎

揽遍行业内重要奖项。

专业人士分析，林乐成个人风格的形成得益于黑白

画的创作，他的黑白世界虽气象万千，但始终体现出造型

艺术语言上的一致性——一种淳朴、凝练、中西合璧的独

特风格，既有中国传统图案的形式美，也有西方表现主

义、结构主义绘画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深刻表达。他的作

品涉及编织、绘画及混合媒材领域，并巧妙地开创出一种

多文化交融的艺术风格，一方面对中国 5000多年的传统

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同时又对世界当代主流艺术和民

间艺术图像、主题和象征意义怀揣敬重与欣赏，两方面的

艺术情怀相交互融。

从沈阳起步，林乐成的足迹如今遍及 92个国家和地

区，这也让他的作品从平面到空间，从公共环境到乡野田

间，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诠释了纤维艺术的新境界。

经纬之间，气象万千。纤维艺术的细腻和宏大收获

了众多观众。林乐成受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办公楼、北

京凯晨世贸中心、国家开发银行、延安大学图书馆、延安

游客接待中心、新疆和田博物馆等大型公共空间创作纤

维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纤维艺术在大

型公共空间中的工程实践，拓展了纤维艺术的应用领

域，也展示了林乐成在纤维艺术创作中驾驭各类题材和

空间环境的杰出能力。

几十年来，林乐成始终把自己的纤维艺术创作与推动中

国纤维艺术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带领团队转战南

北，并走出国门，让中国的纤维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1996年，经过40个春秋、成功举办十五届的“洛桑国

际纤维艺术双年展”宣布停办，这在某种程度上令国际纤

维艺术失去了活动的中心和展示的舞台。林乐成教授毅

然决然捧起薪火。2000年，第一届“从洛桑到北京”国际

纤维艺术双年展在北京开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纷至

沓来，相聚北京。对此，苏联时期的功勋艺术家格鲁吉亚

教授在开幕式上激动致辞：“林乐成教授做了一件连他自

己也不知道的伟大事业，他的行为使全世界纤维艺术家

有了新的精神家园。”如今该展览已是第十二届，规模不

断拓展，影响与日俱增。借由这个平台，中国的纤维艺术

和世界的纤维艺术有了更多交流互动的机会。

春风作序，不久前，“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上

海松江特展在清控人居美术馆轻启帷幕。从三年前在此

设立工作室，成立美术馆，到如今举办特展，林乐成也将

纤维艺术带到了曾经“衣被天下”的松江。“松江有纺织技

艺开山鼻祖黄道婆，以及纺织艺术的开山鼻祖朱克柔，如

今纤维艺术在松江发展，可以说是溯本归源。”在林乐成

看来，他与松江，与江南的缘分还不止如此。

“我人生的第一幅重要作品《桥乡话桥》就是在江南水

乡完成的。”那一年，林乐成读大三，粉墙黛瓦、出门见水、举

步登船的江南，让这个第一次出远门来到南方的北方人深

受触动，“原来有这样美得像画的地方”。随后多年，虽然林

乐成主要停留在北方，但梦里水乡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记

忆。如今回到江南水乡，林乐成称，希望将纤维艺术带到这

里，并与这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相结合，产生更多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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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成作品《光之亭》

林乐成在“从洛桑到北京”

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上发言

林乐成创作中

林乐成作品《金色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