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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再现传统  

      一位著名企业家对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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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施森彬——上海康渊古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50岁的他身着色彩柔和的粉

色棉布衬衫和休闲裤，言谈举止之间，尽显儒雅从容。不禁让人感觉到，早年在上海工艺美术

学校的学习经历，让他至今仍保留着一个艺术追求者的独特气质。  

     上世纪80年代，施森彬开始经商，从骑单车开始，白手起家，到现在已经是拥有员工数百

名、年产值上亿元的知名企业家，在工艺美术界、建筑装饰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可以说，从母

校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的几十年，施森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在其所学专业——工艺美术道

路上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正如他所说，自己的成功并无捷径，唯有坚持与尝试而已；而那些执

著、创新，仅仅只是希望以己所学所长，为自己热爱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工艺做出不落于时代

的贡献。  

     施总常常自谦不善言谈，然而，当谈及康渊公司的事业、理念，以及自己对中国传统工艺

美术及建筑装饰的体会与追求时，他却侃侃而谈。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以及康渊公司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及建筑装饰的理解和体会。  

     施森彬：我们的理念是致力于探索古老建筑的文化装饰，希望塑造一个能与时代对话、切

合现代人思想与需要的建筑艺术装饰空间，将传统的、现代的创作元素渗透到建筑的血脉中，

从而使建筑的文化、气质、装饰的颜色达到自然合而为一的宽阔境界。这个理念是我们在长期

的实践中厘定的，也是通过对中国古典建筑历史文化的学习获得的。  

     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也看过西方的、东方的各种建筑形式和装饰风格，但我仍然对中国

传统的建筑和装饰风格怀有最深厚的感情。依据自身的审美体验，我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及装饰

切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存智慧和审美诉求，因此在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上具有不可替代

的“美”和“用”。在高科技拉近整个世界距离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建筑、装饰形式与风格相

汇相聚，但我们是不是因此就降低对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的重视和使用程度呢？我觉得不应该这

样。我常常在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程度以及品位，虽然无法量化，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尊重、继承和延续。对工艺美术与建筑装饰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让中国的

古典建筑装饰在新的时空下继续为世人创造美的感受，使传统与现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应该

是毕生追求的理想。  

     记者：您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理想，今天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努力呢？  

     施森彬：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继承传统，二是要勇于创新，应该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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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现传统的精髓。  

     对传统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与装饰，是先民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积累

沉淀而形成的，其中蕴涵的智慧和创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的。简单举例说明吧，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顶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等等，不同式样中，既

包含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等级、财富的认识，同时也符合不同使用目的建筑对于自身气势的要

求、与周围环境的融会。作为中国古典建筑装饰重要组成部分的藻井，繁花似锦的装饰作用自

不用多说，而其与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的相切相合也是不能忽视的方面。类似于这样的在中国

古典建筑装饰中还有很多，总之是非常值得今天的建筑装饰界因袭和学习的。  

     记者：那么为什么需要创新呢？您认为应该怎样在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中体现创新？  

     施森彬：所有建筑装饰形式的发展，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向前演进、叠加的过程，是动态的

过程。今天我们看来很多传统的东西，在若干年以前，何尝不是先民创新的结果呢？这种创

新，一方面，是为了使建筑装饰更符合当下的审美情趣，从而具有鲜活特性；另一方面，通过

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或者发现旧材料新的使用途径，从而从质地、感官上提高建筑装饰

的层次。再举例说吧，与西方建筑以石为主要建筑材料不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受

客观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多依仗对土、木、砖、石、竹等材料的运用，在坚固性、防火耐火

性、抗腐蚀性上并不具有优势，难以长时间留存。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建筑工艺的传

入，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朝多样化方向发展。最近一些年，科技越来越加速发展，新材

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这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是挑战也是机遇。  

     就我们来说，现阶段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用创新。比如中国古老的传统工

艺——珐琅，色彩鲜艳，图案华丽，但多年来主要被运用为小件的把玩艺术品。通过分析珐琅

的特性，我们将其的生产制作引入了建筑装饰理念。中国古代建筑十分重视对色彩的运用，特

别是佛寺建筑。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将珐琅从纯粹的工艺美术品引入到宗教建筑装饰领域，

使之与建筑的环境、历史、文化底蕴相切合，将更好地体现中国佛教建筑的色彩艺术。我们尝

试制作了大件珐琅佛像、珐琅斗拱、珐琅柱头、珐琅藻井、珐琅壁画等等，效果都很好。诸如

此类，我们还对铜、景泰蓝等进行了开发运用。这些材料既符合宗教建筑庄严中求美、朴华中

求精的需要，同时还具有持久坚固的实用价值。二是新材料开发。一次出国考察，促成了我们

将水晶琉璃开发为建筑装饰新材料的想法。水晶琉璃高贵、纯净，表现力很强、具有穿透性。

其变幻瑰丽、流光溢彩的华丽光色，可以传递出天光云影的独特效果。更加重要的是，水晶琉

璃本身就是佛经所记载的佛国净土七宝之一，非常适合用来进行佛教建筑的装饰。我们目前已

经开发出了以水晶琉璃为材料的佛像、瓦、斗拱、地砖、墙砖、屏风等等。希望可以通过努

力，在今天的佛寺中再现净土七宝的庄严妙乐。  

     记者：我们知道康渊公司在国内外参与了很多建筑装饰工程，既包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

国宾馆、上海科技馆、上海外滩近代优秀建筑等政府机关、重点建筑工程，也包括许多宗教建

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施森彬：是的。到目前为止，宗教建筑装饰已经成为康宇公司五大业务体系之一。在国内

外影响比较大的有常州天宁寺宝塔的铜斗拱、铜檐、室内珐琅装饰壁画；杭州基督教崇一堂的

铜门、铜窗等。今年3月，我们参与了峨眉山金顶金殿台基外墙铜飞檐及铜瓦、望板、椽子、

枋、柱、铜门、铜斗拱、铜幕墙、铜窗等装饰任务，为壮观的峨眉山金殿抹上了一道绚丽的色

彩，在6月18日举行的“峨眉山十方普贤圣像开光暨华藏寺恢复落成庆典”上获得了海内外嘉宾

的一致称赞。从2005年9月至今，我们参与装饰了新加坡佛牙寺建筑，其中包括一座用黄金打造

的舍利塔，高3.6米，使用黄金400多公斤，现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今年，我们还将参与中

印政府联合修缮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的工程，这是中印两国宗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我们能投身其中，添砖加瓦，深感荣幸。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中国传统宗教建筑在形制、装饰方面的发展态势，在这一

领域也积累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经验，很希望能与大家分享，共同为中国传统宗教建筑装饰的发

展贡献一些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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