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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派雕艺的代表，惠安石雕是惠安人引以
为傲的传统技艺和特色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惠安人将这一传统技艺产业化，
涌现大量石雕企业，并形成一个年产值高达 500 亿
元的产业，就业人数超 10 万人，成为惠安最大民生
产业。

对于惠安而言，石雕是传统，更是经济发展、就
业和民生大计。然而，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有其固
有的发展规律和路径。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
变化，与其他传统制造业一样，惠安石雕也迎来转型
的关键期。面对压力，惠安石雕想要闯出一条发展新
路，必须迎难而上，寻找新一轮发展的新引擎。

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变化，当地政企从石雕产业
发展的难点、痛点着手，强化科技因素导入、文创融
合、技艺传承人培育等工作，为产业和传统技艺发展
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作为世界石雕之都，当地雕艺文化内涵丰富、
产业发达，在世界石雕界占有一席之地。惠安石雕
能够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惠安石雕拥有
极高的艺术性、独特性以及代表性，这些因素的综
合影响力使得惠安石雕无法被其他石雕文化所替
代。这种传统先天优势和当地对石雕记忆传统的坚
守，使得惠安石雕形成竞争力的护城河。传统的，也
是现代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惠安石雕的发展和
转型路径证明，坚守传统技艺才能面向未来，并最
终赢得未来。

令人惊喜的是，在坚守传统的同时，惠安石雕
还强化创新，无论是用数字技术武装，还是与文创
的融合，我们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创新元素。面对不
断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产业革命的浪潮
和 趋 势 ，唯 有 不 断 创 新 ，产 业 才 能 拥 有 希 望 和 前
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国际化的今天，面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市场需求，惠安的石雕
要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形成
新的发展动力。

我省是非物质文化和传统技艺大省，惠安石雕
业的转型路径，也给其他传统文化业态和传统技艺
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借鉴经验。

传统技艺传承与发展

靠什么？
□本报记者 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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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石雕，游走于传统与现代间
□本报记者 何金 通讯员 肖晓玲 陈秋红 欧阳荣华 文/图

数字技术融入数字技术融入

近日，泉州豪翔石业公司的数字石雕车
间，几名石雕工人在操作智能数控机械，对石
材原始方料进行自动化水刀打磨雕刻，伴随
着水流冲洗机器的声音，整个生产过程噪声
很小。同时，在智能数控机械运作时，石雕全
程被水浸泡，雕刻抛磨产生的石粉都沉淀在
水中，并经由专门的设备进行回收处理，并未
飘浮到大气中。

这 ，完 全 颠 覆 了 传 统 石 雕 加 工 厂 印
象 —— 石 粉 尘 漫 天 飞 扬 、噪 声 弥 漫 。

豪翔石业公司位于惠安县山霞镇，是惠
安石雕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智能数控新技
术的运用，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让
公司负责人蒋海鹰感触颇深：“石雕本是传统
制造业和手艺活，但是现代智能数控技术的
运用，使公司的生产流程、发展模式、要素成
本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惠安新海峡石业公司雕艺车间，一台机
械手正围着一块巨石挥舞，一名操作员在一
旁盯着电脑，对机械手进行操控。半小时左右
的工夫，一座精美的石像初见端倪。

这台机械手是公司新引进的数字石雕机
器人。如果采用过去的纯手工模式，雕刻一只
普通的大型石狮产品，通常要 10 个工人用两
周时间才能完成。现在，使用机器，只需调整好
参数，一台机器用一天时间就能完成。

“过去，惠安的石雕行业一直依靠人力来
完成雕刻。然而，由于手工石雕技艺劳动强度
大，年轻人多不愿意从事这一行业，造成雕刻
传承的断代和企业用工的不足。”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新海峡石业公司董事长王经民告诉记
者，“尽管目前石雕行业工人工资不菲，但仍面
临用工难题。使用自动化机器进行雕刻，不仅
用工难问题解决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大提升。”

在当下的惠安石雕业，像豪翔石业、新海
峡石业这样采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石雕企
业，遍地开花。

近年来，面对石雕行业的转型难题，惠安
县相继出台《惠安县石雕石材行业准入条件》

《关于促进石雕石材产业发展的扶持措施》
《惠安县石雕石材行业规范管理意见》等多个
文件，打出组合拳，大力度推行数字技术、环
保技术等在石雕行业的运用，引导石雕企业
加快转型升级。

从数字技术的运用看，前期采用 3D软件
建模、平面设计图形，后续优化调整，随后通
过数控机械加工原料，最后采用人工精修优
化细节即可。一整套流程下来，石雕制作流
程基本实现了自动化。

在蒋海鹰看来，随着高新科技快速发展，
惠安传统石雕技艺已满足不了新市场拓展和
大众审美需求，需要融入数字技术，才能使惠
安石雕表现形式更为丰满。数字技术的运用，
不仅可以更好地进行标准化生产，减少劳力
输出，减轻工作量，还能确保节能提效、绿色
环保、安全生产。

据了解，为推动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运
营，惠安成立了数字产业技术战略联盟，加快
引进和研制除尘、节能减噪和自动仿形、雕
刻、打磨等现代机械设备，推进石雕产业生态
化、低碳化、高端化发展。

从商品到作品从商品到作品

惠安石雕，手工雕刻技艺精湛，素有“中
华一绝”美誉。千百年来，融合中原文化、闽越
文化、海丝文明的惠安石雕，汲取晋唐遗风、
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刚柔相济，造就
别样地域文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极
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独特风格，并与建筑
艺术相生相伴，历代就有诸多不朽之作传承
于世。

然而，相当一段时间内，惠安的石雕被作
为简单的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售卖，利润
率低，含金量低。

面对这一状况，惠安人下决心扭转这一状
况：转变经营思路，强化石雕产品的文化属性，
以提升文化附加值的形式，谋求发展新方向。

临海的崇武镇，是惠安县石雕产业最发
达的区域之一。记者走进位于镇区的惠安霞
飞雕刻艺术馆，只见圆雕、浮雕、线雕、影雕、
沉雕、彩雕六大工艺产品琳琅满目。

“创办艺术馆的初衷，就是要更好地发扬
惠安传统雕艺，提升作品的附加值，带动全行
业的整体文创发展水平。”艺术馆负责人张振
雄说。

霞飞雕刻是惠安县评出的 35 家“雕刻世
家”之一，到张振雄这一辈，已历经五代传承。

跟多数家族传承人一样，张振雄娴熟掌
握惠安石雕中的圆雕、平雕、镂雕、影雕等传
统技艺种类。不过，相比于传承，对于惠安石
雕的文创趋势，他更深有体会：“跟父辈相比，

我们更加重视在传统技艺基础上的技术创新
和创意发挥。”

张振雄的传承与创意实践，是惠安石雕
从业人员探索工匠精神与文创艺术价值融合
的缩影。近年来，在张振雄的带领下，霞飞雕
刻每年推出近百项的创意技术。

驱车行进在惠安县城时，沿路可见一尊
尊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石雕作品。这些立于
省道两侧绿化带的石雕作品，是惠安县打造
的石雕艺术长廊，展现了当地 1000 多件妙趣
横生的石雕作品。

“作为世界石雕之都，惠安石雕这门老技
艺要绽放出新的光芒，需要吸收更多的新元
素，比如文化创意。”惠安县城镇集体工业联

合社主任林振森说，这几年，惠安加快传统石
雕与文创相结合，规划和创建惠安雕艺文化
创意产业园，大力推动新兴业态集群式发展，
致力打造以雕刻艺术产业为核心，集创意设
计、文化旅游、商贸会展服务为一体的现代文
化创意产业。

在惠安石雕业界，深耕传统，再注入文化
创意，让原本仅有匠气的石雕作品焕发出灵
气、文气，艺术价值和附加值随之提升。

“随着更多的文创因子融入，惠安的石雕
也从商品转变为作品，卖的是文化、艺术和创
意，如此，石雕全行业的创意附加值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林振森说。

培养传承人

一把凿子一把锤，一锤一錾见匠心。千百
年来，作为“世界石雕之都”的惠安，延续传承
着“惠安石雕”非遗技艺。

父子相继、师徒相传、家族相携、口传身

授、拜师学艺……源于中原的惠安石雕技艺，
千百年来，脉络相连，日渐枝繁叶茂，延续传
承至今，名匠辈出，石雕世家数以百计。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惠安全县共有“惠安石雕”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67 名，包括国家
级 1人、省级 7人、市级 20人、县级 39人。

传统技艺，传承十分重要。长期以来，惠
安的石雕技艺停留在土专家、工匠的师徒传
承阶段，而这种传承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上下
两代之间即父子、父女、亲戚等关系上。这一
传承关系，虽然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但客观来看，也有脆弱的一面。一旦下一代或
亲戚对技艺不感兴趣，这种传统技艺很可能
面临失传的风险。

改变，从企业开始！
惠安荣发石业有限公司，数十件来自国

内各大高校毕业生的设计作品，陈列在公司
展厅。

“石雕行业，眼下正处于转型关键期，人
才是最关键的。”荣发石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陈小墎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加快与艺术
和设计类高校的合作，加快大学生作品的市
场转化率，与此同时，公司还引入 20 多名优
秀大学毕业生前来就业，大力度培养传承人。

“引入更多大学生，一方面可以解决传承
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可以为石
雕行业培育更多的文创人才，更好地促进整
个行业转型。”陈小墎说。

在惠安，谈到培育石雕技艺传承人，有一
个代表人物无法绕开——刘国文。

14 岁初中毕业选择就读职高石雕班，17
岁到惠安石雕厂边工作边学习，19 岁自筹资
金创办公司，2004 年出任集团艺术总监……
从事石雕行业 38 年的刘国文，倾注石雕技艺

“传帮带”，已持续多年无偿为惠安石雕影雕
职专班授课，还率先引导组织业内人士参加
各类雕刻艺术研修班，推广新型雕刻技艺等，
学徒达上千人。

近年来，由刘国文创作的佳作颇出——
作品《九龙柱》被载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纪
录，作品《夜光杯》获评第四届中国雕艺节一
等奖，代表作《九华圣境》大牌楼被授予“中国
营造技术创新工程”称号，作品《畲族女》参展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并被收藏……

为提升创作能力，刘国文不仅娴熟掌握
传统石雕雕刻技艺，还不断丰富自身学识修
为，报名参加各类培训班、研修班，学习传统
文化、中外美术和雕塑名著，参观国内外雕塑
精品展，认真揣摩其表现技巧、工艺方法等，
致力提升石雕艺术创造力。

去年 7 月，来自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的
大学生林语，因对惠安石雕技艺兴趣浓厚，
从杭州慕名前来惠安，拜师刘国文。刘国文
欣然答应，并毫无保留地向林语传授石雕传
统技艺。

在刘国文的努力下，惠安石雕行业，已有
几十名学徒被评为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
大师（名人）。

“推动石雕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
好从业人员‘传帮带’，传授知识和手艺，培育
更多优秀技术人才，是我们这一辈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将传承、创
新石雕技艺视为毕生追求的刘国文，长期扎
根在石雕技艺传统一线，发扬工匠精神。

近年来，惠安县积极探索定向培养模式，
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名师传帮带”和“高校技
校专业培养”等措施，大力培养各级工艺美术
大师和“惠雕二代”储备人才，打造人才梯队；
不断完善雕艺人才驿站，积极招引研究生以
上学历科技人才，建设大学生、研究生实习基
地，做到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提升引进人才
的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

核心提示

惠安，世界石雕之都，中国南派石雕

的主要生产基地。

2022年，惠安全县石雕企业600多

家，其中规上企业168家，实现工业产值

500多亿元。

在产业产值规模逐年做大的背后，

发展的隐忧也频现。近年来，在惠安，古

老的工艺及相关的石雕产业，频频遭遇

技艺传承难、产品单一、利润率下降、行

业产值规模增速放缓等一系列困扰和考

验，转型压力随之而来。

面对压力，惠安石雕业界探索发

展新路，在科技因素导入、文创融合、

培育技艺传承人等领域发力，奋力突

围，探寻传统技艺和石雕产业的现代

转型路径。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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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豪翔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一名石雕技术人员
在创作石头景观作品。

② 刘国文在创作石雕
作品。

③ 在豪翔石业公司，智
能 数 控 机 械 在 进 行 石 雕 操
作。

④ 当地中学的石雕研
学 活 动 走 进 霞 飞 雕 刻 艺 术
馆。

惠安雕艺文创园惠安雕艺文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