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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人物

亲切、好客、才华横溢、精力充沛，这是唐风珠宝

创始人兼设计师张樱觉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现年已 60 多岁的张樱觉，虽然在艺术创作道路上

走了 40 多年，但她表示，还会继续走下去。

信奉禅学

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珠宝展览会上，唐风艺术珠

宝设计工作室的展台摆出的展品虽然仅有三五件，但

由于其独具特色，还是吸引了不少“知音”。

在展会上，记者有幸见到了国际知名的珠宝设计

大师——张樱觉。

张樱觉当天穿了一件简单的蓝色素花连衣裙，头

发仅用一根翡翠玉钗简单盘起，简洁、素雅，一看就知

是位“禅宗人士”。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禅学，信奉禅学，直到现

在。”张樱觉用台湾腔的普通话缓慢而坚定地开始了

与记者的交流，禅学其实就是“唯心”，让人有一种平

静的心态，用心去做人做事。

禅学使她学会了观察和体会，观察大自然和人类

社会的种种美，体会其中的诗情画意，然后将其运用

到珠宝设计中。可以说，在张樱觉的珠宝设计中，处

处体现出禅学对她的影响。

为每一件值得的珠宝而“美丽”

虽然已被业界公认为国际知名的珠宝艺术家，但

张樱觉并不是学习珠宝设计科班出身的。

张樱觉出身于书香门第、艺术世家，父母都是高

级知识分子。因此，她从小学习四书五经，有深厚的

国学底蕴。

登高远眺百花开，春色怡人芳自来。

夏莺婉转啼声翠，锦池绿地弄蔷薇。

秋雁云中舞动过，金菊黛叶桂香浓。

堂前寒溪霜雪色，傲骨劲松惹诗风。

这是张樱觉为今年“时令”作品自作的“四序”诗。

事实上，张樱觉每年都会为主题作品作诗。古代

诗歌、“唐风”珠宝，完美地融合成一体。

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张樱觉从小学习工笔，后来

又到日本学习日系池坊流插花、整体造型设计，还到

西方学习西画，做过画家、室内空间设计师，投资过台

湾最早的茶艺馆。“这些都为我做珠宝设计师打下了

深厚的基础。”张樱觉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樱觉想购买珠宝。可是到商

场一看，那些又俗又丑的珠宝根本无法进入她这个设

计师的法眼。

“那些珠宝太丑了，不仅没有文化，连基本的设计

都没有。”张樱觉说，这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

人都不佩戴珠宝的主要原因。

在 朋 友 的“ 怂 恿 ”下 ，张 樱 觉 开 始 尝 试 着 设 计

珠 宝 ，把 一 块 块 美 好 的 宝 石 或 美 玉 经 过 巧 妙 的

设 计 ，成 为 最 美 好 的 珠 宝 ，设 计 师 真 正 的 功 力 就

是 化 腐 朽 为 神 奇 。“ 就 像 浑 然 天 成 一 样 ，珍 贵 的

珠 宝 ，本 来 就 有 其 最 适 合 的 形 状 、姿 态 ，只 是 通

过 设 计 师 之 手 将 其 神 奇 的 运 用 而 已 。”张樱觉说。

做了三四年业余珠宝设计师之后，张樱觉和十多

位从欧美学习珠宝设计后回台湾的人士共同学习、交

流，逐渐坚定了进入珠宝设计这一行当的决心。从

此，张樱觉从画家变成了珠宝设计师，为每一件值得

的珠宝而“美丽”着。

选择“唐风”

鉴于对禅学的无限热爱，1987 年，张樱觉在中国

台湾创立了禅蒲公司，凭着“禅风”意境作品，在艺术

界游走。

“‘禅风’毕竟有许多宗教色彩，容易被人误读，因

此，我开始思考采用什么品牌更能代表中国文化，最

后选择了‘唐风’。”张樱觉说。

谈及中国历史文化在国外的推广，张樱觉认为，

无非就是以中国风、东方风为概念，但这并没有把真

正中国的精神、精髓表现出来。

张樱觉之所以选择“唐风”，是因为唐朝在中国历

史上是最多元、最繁荣、最浪漫，也是最尊重女人的朝

代。作为历史上唯一拥有女皇帝的朝代，唐朝对女人

的尊重也与其他朝代截然不同，以至于在服装的穿着

上，对女人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时而罗裙露颈，时而薄

纱为衫，可以说更类似于现代服装。因此，她有感于

唐朝丰富的多元文化和强烈活泼的生活意境，创立了

唐风设计工作室。

“‘唐风’艺术珠宝的精神，就是撷取唐朝人文文

化、生活艺术、诗词意境等。”张樱觉说，多年来，她以

个展形式，发表了一系列艺术设计作品，并曾与国际

知名的汉唐乐府舞团，以“秋林夜宴”及“唐风秋宴”两

大主题结合演出。

提升国人艺术鉴赏力

进入 21 世纪，张樱觉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珠宝

设计师。她以盛世唐朝为创作源泉的“唐风”系列珠

宝一经发表，即在欧美及中国香港的时尚圈引起轰

动。但反观国内，她却发现国人仍停留在购买黄金和

大颗钻石以及材料观念的的阶段，远远没有达到讲究

设计意蕴、讲究手工唯一性的境界。

“在国内，设计一词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张樱觉

说，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所谓名贵珠宝，在人们心目中

还是停留在材质的名贵与否；而没有包含设计及镶

嵌的整体美，而人们所认知的珠宝设计师，很多还只

是绘图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根本就没有灵魂。

因此，在国外红极一时的节点上，她选择了回国。

2009 年 10 月,张樱觉成立了上海公司，和喜爱独

特设计性珠宝艺术的收藏家们一起分享“唐风”文化

精神和艺术珠宝之美。

2011 年 3 月，她又在广东佛山成立了首家“唐风”

品牌专卖店。

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张樱觉办个展、开讲座……

以她自己的形式，实现个人理想，即在有生之年，看到

国人拥有独立的艺术鉴赏力，而不再是“以钱论宝”。

可喜的是，经过两三年的推动，中国珠宝市场已

经开始意识到设计的重要性，也更加尊重设计，一些

珠宝商也开始涉足设计行列。

“ 目 前，国 人 的 珠 宝 设 计 意 识 开 始 萌 发 。 三 四

十年后，国人再欣赏或购买珠宝时，首先会问该珠

宝有哪些意蕴，而不是什么材质。”张樱觉说，那时，

国人就拥有了独立的艺术鉴赏力，珠宝也就成为真

正的“珠宝”。

翁菱：被时尚驾驭是一种失败

张樱觉：游走于珠宝与艺术之间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海外华商

翁菱从来不介意提及自己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她甚至有点庆幸自己在 80 年代经历

的青春时光。

那时候，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大师都还年

少轻狂，也没有自己明确的方向。多少年后，

沧海桑田，那些在胡同里喧嚣的年轻人，如今

都已经登堂入室，翁菱也成为了国内成功的

画廊主持人和策展人。

理想：被现实同化是种软弱

翁菱 17 岁以前都生活在重庆，那是一个

很随意的城市。翁菱的妈妈是老师，她总是

对女儿说，你长得不够漂亮。“我也习以为常，

至今，我都不会刻意修饰我的外表。”翁菱浅

笑着说。

离开重庆来到北京后，她在中央美术学

院读美术史论系。有空的时候，翁菱喜欢在

院子里面喂养流浪猫，喜欢它们自由自在的

姿态，那是家养动物不能比拟的骄傲。现在

生活忙碌起来了，她有机会也经常和一些环

保组织合作，搞一些公益活动，“不过，我真的

想亲手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策

划组织拉人拉赞助。就像当年那样喂流浪

猫，有直接的眼神交流。”翁菱回忆起了当年。

然而，北京毕竟是文化中心，翁菱想在北

京过平凡的日子都不容易。1996 年，“港澳信

托”投资接手中央美院的画廊，她成为了画廊

的主持人。“那时候，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

绪’，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接受对象主要是

国外的博物馆和收藏者，外国人喜欢什么，中

国艺术家就做什么，这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

展很不利。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先被本国人

接受、理解，才能进入一个良好的生态，进入

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我很努力地工作，全部是围绕着这

个“浪漫的理由”——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必

须由中国人自己做起来，把中国优秀的当代

艺术介绍给尽可能多的人。”翁菱说。

1996 年宛如一道分水岭，之前的十几年，

翁菱在学习、在漂泊、在寻找方向。

生活：安于现状是种消沉

随着当代艺术的繁荣，翁菱的生活也在

跟着加速，以前是花一年的时间筹备一次大

展，慢慢变成了几个月就要更新一次理念。

成为了一个画廊主持人，生活的圈子就无限

扩大化了，一个画廊主持人要有庞杂的知识

组合，能和各个领域的人打交道，不仅要能和

本来就不善长与人沟通的艺术家沟通，还要

和更多的相关人群打交道。“许多人都说我人

脉很广，其实，那只不过是抱着一种先与人做

朋友的心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人都是很聪

明的，你怎么对他，他都能感觉出来，太功利

只会挡住彼此的接触，真诚一点才是得到更

多朋友的方法。”翁菱说。

“2002 年，我选择去上海担任外滩 3 号沪

申画廊总监。选择去上海的外滩 3 号发展，

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为了一种挑战，也是一

种生活节奏的转换。其实，这还要感谢李景

汉先生的信任，他原本是北京四合苑画廊总

监，我们曾经是最强的竞争对手，他决定合

作共同开发外滩 3 号，邀请我主持这个画廊，

这样有挑战的事情，我怎能错过？在外滩 3

号的第一年，我要组织 10 个展览，与近百位

艺术家联系，那一年，我几乎跑遍世界各地

的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机构。”翁菱深有感

触地说。

从 2002 年开始经营外滩 3 号沪申画廊，

每一年都值得庆祝和纪念，每一年都是新的

一种局面，变得如此之快，让人不敢轻易猜想

明天。

“有人惧怕改变，而我惧怕不变。我不喜

欢一成不变的生活，我习惯于去构建一个局

面，当一切走上正轨之后，我就想离开，再去

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几年间，在北京和上海

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新的改变，无非是因为，我

不喜欢安于现状。”翁菱对记者说。

艺术：被时尚驾驭是一种失败

回来经营前门 23 号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

中心，就不仅仅是在经营一个画廊，翁菱不希

望“前门 23 号”再被人仅仅理解为像“外滩 3

号”那样的顶级消费场所,而是希望天安时间

提供给人们一个开放的、跨学科交流的空间。

翁菱希望把这里变成一个多重功能的艺

术中心。所以，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并不

收取门票，喜欢艺术的人可以自由参观。除

了做当代艺术画廊，还将有一个黑盒子剧场，

除了做前卫艺术，还将做前卫音乐、前卫舞

蹈、前卫演出等等。

“虽然，我并不反对时尚品牌，但对我来

说，我的形象被时尚化是一种失败。外滩 3 号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人们也习惯于把那里

当成一个时尚的地方，在外滩 3 号工作的时

候，我住在锦江楼，这两个地方都是上海最

奢华的地方，有朋友说，我是在最好的餐厅

用餐，去漂亮的地方工作，我想，也许正是这

些，才让人把我定位成一个‘时尚女人’。”翁

菱轻轻地说，话语里并没有一丝炫耀。

“虽然时尚和艺术是有重叠的，但是这两

者终究完全是两回事，“当代艺术”本身就是

一种很严肃的思考，所以，我自己不希望再被

人变成一个“时尚”的符号。我曾经为此拒绝

接受采访，作为“当代艺术”的传播者，我不能

被时尚驾驭。

我可以接受许多时尚品牌，并接着当代

艺术来做活动做秀，毕竟，那也是一种对当代

艺术的间接推广，只不过，我主持的画廊，是

绝对不接受这种时尚品牌的合作的。

对于我来说，无论艺术是在地上还是在

地下，艺术都是独立的，是引人思考的，艺术

被时尚驾驭是一种失败。”翁菱说得坚决。

■ 本报记者 袁 远

商海人生

如今，不少中国学生以“镀金”为目的出国深造，将海外文凭作为

学成后回国创业就业的敲门砖。但也有一群海归，他们并不急于归

来，而是在海外创业后回国“重头再来”，以期用在国外积累的丰富经

验，更好地创业于中国。

郑晔：用海外创业心得编写“企业程序”

80 后海归郑晔曾在新西兰学习、工作 10 年。2011 年回国后，他创

办了宁波思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离岸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

郑晔一直都有回国创业的想法。为了锻炼销售能力、更好地在

国内创业，他曾和朋友在新西兰创办一间电视广告公司。郑晔认为，

这段经历让他在做涉外生意时，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中西方差异。

“例如报价，外国客户一般要求详细的清单细则，而国内则大多

是模糊的；电子邮件营销方面，欧美法律对发送信息的管理很严格，

而国内做外贸业务时则倾向于发垃圾邮件；沟通上，欧美人通常直接

说明来意，国内则习惯先寒暄一番。”郑晔列举了两次创业中发现的

不同，并将这套心得“流程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一组企业

办公程序”，让没有海归经历的员工也能按照程序办事，在涉外环节

中应对自如。

康睿：在美创业给我上了堂“谦虚课”

“我研发出的产品，效率很高。但对于技术的自信让我忽略了用

户需求，最后没有中标，这对我震动很大。”康睿如是说道，“专业人才

一定要谦虚，这是美国创业经历教给我的重要一课。”

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康睿创办过一间从事数据挖掘和用

户行为分析的公司。由于看准了国内创业机会多、政策扶持力度大，

他回到中国，倾注精力经营“你定旅行网”。两次创业经历，让康睿学

会了谦虚和倾听。

“在美国商界，甲方乙方界限分明。作为乙方，一定要以客户需

求为重。回国以后，我在经营中延续了这种理念。现在，我在公司里

90%的时间都用来‘听’，而不是只坚持自己的技术观点。”康睿说。

理性看待差异 大胆闯回国内

对于有过海外创业经验、又有二次创业热情的海归来说，回国创

业不失为一种良好选择。但仅有海外创业带来的启示远远不够，海

归回国后，还需正确处理创业环境的差异。

康睿认为要理性地看待不同的创业环境的利弊。“在美国，成立公司

相对容易。从注册到融资，相关的一系列组织比较成熟，可以主动配合

企业的销售和公关；在中国，企业往往要自己找资金、财务人员。而对于

创业之初的企业，这些往往难以达成。”康睿分析说，“但在美创业时，可

能会遇到因华人身份受到不公待遇、语言和文化有隔膜的问题。”

郑晔强调了适应能力的重要性。“例如我从事的行业，在新西兰

已经很成熟。但在国内报税时，我们发现，税务人员对此不甚了解。”

郑晔说道。但郑晔认为，海归若能适应在海外打拼的生活，通常也能

在回归本土商业环境后游刃有余。

“海归一般都有股‘闯劲’。”郑晔说，

有志于回国发展的海归不妨将胆子放

大，勇敢“闯回来”。 （欣 华）

二次创业：从海外闯回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