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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与落寞
——曾经产业兴旺人才济济，

后来工厂衰落大师外流

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著名建筑学家
梁思成写道：艺术之始，雕塑为先。一个“雕”
字，从罗源自唐代建县至今，始终是地方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罗源的青石雕刻技艺已经炉火纯
青。至宋元时，叶蜡石雕刻日益成熟。出众的
雕刻技艺，为罗源留下诸多玉石遗存。在罗
源城郊莲花山圣水寺栖云洞内，藏着国宝级
文物——十八罗汉像。这是由南宋石匠陈曾
缘于 1248 年雕刻而成，是国内现存最完整、
工艺最精湛的石刻造像代表作品之一，被列
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在碧里乡廪头村忠烈寺中，有一
座 600 多年的“廪头石香炉”，它于元朝至正
六年（1346 年）用叶蜡石雕刻而成，是罗源古
代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罗源玉石产业迎来一段
光辉岁月。1970 年，作为福州寿山石矿脉的
延伸脉，飞竹镇安后村储量达 1000多万吨的
叶蜡石矿产资源被发现，至今仍是我省发现
的最大的叶蜡石矿脉，被称为“安后石”。

背靠富矿，1972 年，罗源县雕刻厂创办，
带动玉石产业蓬勃发展。当时，罗源县雕刻厂
生产香炉系列等石雕工艺品，远销东南亚及我
国的港澳台地区。以“九狮鼎炉”“四季香炉”为
代表的作品，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

更为重要的是，罗源县自此成为培养工
艺美术人才的摇篮，先后涌现出林飞、黄丽
娟、黄宝庆、潘惊石、潘泗生等 5 位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以及 31 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玉
石雕刻大师，众多艺术佳作被故宫博物院、
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收藏。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惊石就是其中的
佼佼者。他苦练印纽雕刻，注重开拓创新，融
入《诗经》《庄子》及商周青铜器等文化元素，
开拓了寿山石印纽题材雕刻的新方向，后又
专攻俏色。2000 年，他凭借俏色作品《石破天
惊》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金奖，
一鸣惊人。

彼时，兴旺的产业发展生态，前辈的艺
术成就，在罗源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投身玉
石雕刻产业。当时，平均每 20多个罗源人中，
就有一人从事玉石雕刻行业。

然而，这种火热场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后戛然而止。因市场原因，罗源雕刻厂衰落，
渐渐门可罗雀。为了生存，掌握雕刻技艺的
罗源雕工，甚至已经成名的大师，纷纷离开
家乡，外出发展。

“近的到福州城区，远的到广东四会、云
南瑞丽等地，罗源雕刻人才的创业足迹遍布
全国。”潘惊石告诉记者，罗源雕刻人才凭借
过人的技艺，无论是寿山石还是翡翠、玛瑙

等玉石，乃至各类雕刻石材，都能雕琢出意
境深远的作品，“天下石、罗源工”的名号响
彻全国。

罗源雕刻人才在外地创业成功时，曾经
兴旺的玉石雕刻产业却失去活力、日渐凋
零。“我从事玉石雕刻 30 年，很早就外出闯
荡。像我这样经历的，基本上都在外地。”福
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郑安感慨道。

回归与重生
——搭建新平台发布好政策，

吸引大师返乡激情创业

罗源有产业基础，有叶蜡石资源，有人
才优势，玉石雕刻产业却墙内开花墙外香，
让人扼腕叹息。振兴本地玉石雕刻产业，是
罗源县领导、大师群体乃至普通从业人员的
共同心愿。

具有强烈文化基因的罗源玉石雕刻产
业，发展的核心在人，重点是大师群体。

2021 年，由罗源县领导带头，几支队伍
南下北上，一一登门拜访罗源籍国家工艺美
术大师，与大师们共商罗源玉石雕刻产业发
展大计，并与业界人士沟通，充分听取他们
的意见建议：缺乏产业集聚平台、没有形成
链条、人才培养跟不上……

县委书记张新怿介绍，2022 年初，根据
几个月来征集的意见建议，启动实施“天下
石、罗源工”雕刻大师回归工程，以“打造玉
石大师发展平台、擦亮‘天下石、罗源工’品
牌、建立玉石文化产业集聚区”为目标，出台

《罗源县玉石雕刻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吹响了产业振兴的号角。

大师回罗源，平台在哪里？
罗源县选择了世纪金源集团开发的罗

源湾滨海新城商业街区，计划打造滨海玉石
文化城。这里面朝大海，风景绝佳，建筑风格
为双层徽派建筑，有 346家店面，是现成的产
业发展平台。

当县委、县政府将建设滨海玉石文化城
的规划、选址等向大师们征求意见时，得到
高度赞同。原计划是将商业店铺统一规划
后，以政府补助的方式，免租金提供给玉石
雕刻从业人员使用，但他们主动提出“租不
如买”，积极表达购买店面的愿望。虽然增加
了回归的成本，但也体现了大家共同推进罗
源玉石雕刻产业振兴的决心与信心。

在县委、县政府的努力和世纪金源集团
的支持下，商业店铺以“补助+优惠”的价格
出售给玉石雕刻从业人员，并提供 5 万元装
修补助等，以此吸引更多人才向滨海玉石文
化城集聚。

打造发展平台的同时，罗源县同步出台
《关于扶持玉石雕刻文化产业发展的六项措
施》《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
扶持政策，在场所入驻、人才安家住房等六个
方面，对回归罗源的玉石雕刻人才进行补助。

比如，对符合条件的玉石雕刻从业人
员，最高每月可给予 2000 元的安家住房补
助。此外，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荣誉的
分别给予奖励，最高可达 5万元；对获评国家
级、省级、市级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在享受上
级奖励基础上，分别再予以 2 万～5 万元的
县级奖励补助。

在金融支持玉石雕刻产业振兴方面，罗
源县积极协调各银行，提供 20亿元泛金融支
持，量身打造“人才个人消费贷”“人才企业
经营贷”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最高授信金
额分别达到 50 万、1000 万元，为人才提供从
初创期、成长期到发展壮大期的全流程金融
支持。

好平台、好政策，在罗源掀起一阵“回归
旋风”。2022 年 6 月，滨海玉石文化城开展认
筹签约活动，首期开放的 159 间商铺全部售
空，超过 100 名玉石雕刻艺人入驻，既有 19
位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高端工作
室，也有玉石古玩商家。

“虽然我们在外面作出了一点成绩，但
都心系家乡，希望能为振兴罗源玉石雕刻产
业出一分力。”郑安说。

“我原来在上海开古玩店，看到这里环
境好、政策给力，毫不犹豫就购买、入驻。”一
家商铺的店主王仁国表示，他十分看好罗源
玉石雕刻产业的发展前景。

今年 1 月，罗源县滨海玉石文化城正式
开街，文艺气息满满的店铺、巧夺天工的玉
雕作品、红火热闹的玉石集市、令人大开眼
界的玉石文化品鉴交流会……甫一开街，就
成为网红打卡点，让沉寂已久的罗源玉石雕
刻产业迎来了久违的热闹场景。

困境与出路
——嫁接周边文旅资源，拓展

产业合作新空间

热气腾腾的开街过后，滨海玉石文化城又
暂时回归平静——作为县级产业平台，加上人
口小县的先天条件，要想彻底改变沉寂20多年
的玉石雕刻产业现状，罗源才刚刚起步。

路虽远，行则将至。为走好玉石雕刻产
业的振兴之路，罗源马不停蹄。

“为壮大产业规模，我们已启动滨海玉
石文化城二期建设。”罗源县玉石雕刻文化
产业园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于佳介绍，二期
将新增玉石商铺 144 间，再吸引百余名雕刻
人才回归，进一步提升规模效应。

正在紧张建设的罗源玉石美术馆，是二
期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承载展览陈列、学术
研究、艺术教育以及艺术交流等功能。“我们
对玉石美术馆抱有很高期待，它将是讲好罗
源玉石文化故事的‘城市会客厅’，成为罗源
文化的新地标。”潘惊石说。

以玉石美术馆为代表，一系列新创意、
新动作、新举措，为振兴罗源玉石雕刻产业

注入新动力。
为找到传统工艺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

大师们对玉石雕刻产品进行适应市场的创
新，开发了一系列玉石文创产品，如茶具、花
盆、摆件等，拓宽了传统手工艺的消费市场，
让玉石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依托数字化技术，玉石雕刻产业的平民
化消费趋势越来越强。“我们引进一台微型
五轴数控机床，可以自动雕刻。”罗源县工艺
美术学会副秘书长官铎说，手工雕刻一件作
品需要一天甚至更长时间，利用机器可能只
要 10多分钟就可以出成品，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获得批量生产优势，降低了赏玩玉石
作品的门槛，开创了市场新空间。

玉石成为伴手礼，让滨海玉石文化城找
到了融入文旅经济发展的契机。在文化城附
近，就是国家 4A 级景区——罗源湾海洋世
界。专家建议，可以与旅行社、研学机构等加
强合作，推出玉石文化城专题旅游线路，举
行玉石雕刻技艺主题研学活动等，通过嫁接
文旅业态，为玉石文化城集聚旺盛人气，促
进市场繁荣。

“计划将玉石一条街、玉石美术馆、大师
工作室等合为一体，导入海洋世界的游客资
源，举办玉石文化节、大师作品展览等活动，
形成玉石文化与商贸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兴
商业圈。”罗源县副县长黄国安介绍。

当下最火的直播带货，也成为玉石雕刻
产业的发展助力。据介绍，罗源县学习借鉴
广东四会等地的直播带货经验，成立珠宝文
玩福州运营中心罗源分部，打造玉石直播营
销基地。该基地与字节跳动（抖音）合作组
建，主要面向玉石文化城各业主，发挥直播
营销、业务培训等功能。后期，还将在玉石文
化城盘活闲置商铺 20间，筹划建设抖音直播
基地，入驻优质直播企业，从线上全面打开
玉石文化市场。

在打出一系列集聚人气、激发活力组合
拳的同时，罗源县还对玉石雕刻产业“为之计
深远”，全力做好人才培养、技艺传承工作。

大师们主动作为，一方面依托工作室收徒
传艺，另一方面与学校联合开设全日制雕刻艺
术中专班和成人班，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

校园成为传承玉石雕刻技艺的新场所。
“我们按照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通过
学校设立大师工作室、校企合作等方式，立
足职业学校特色，培养玉石雕刻类技术技能
型人才，助力产业振兴。”罗源县高级职业中
学校长沈庆焉介绍。

今年“五一”假期，罗源“安后石”雕刻技
能大赛在滨海玉石文化城举行，选手以“安
后石”为创作原石，现场雕刻创作作品，最后
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10 名。
获得一等奖的王静说：“通过比赛互相交流，
学习别人的一些雕刻技法，对我们新生代从
业人员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据悉，罗源县正在积极与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合作，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品牌打造等
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全面提高罗源玉石雕
刻产业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玉石雕
刻文化产业再创辉煌。

罗源玉石雕刻产业 之路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黄益辉 刘其燚 文/图

近日，罗源县滨海玉石文化城热潮涌动、人文荟萃，为期一个月的第十届“凤山雅集雕刻艺术展”精彩登场，共展出罗源县工艺美术学会 43 名会员的百余
件得意之作，为雕刻爱好者和广大市民群众呈现一场精彩的玉石文化盛宴。

接连不断登场的雕刻艺术展背后，是罗源玉石雕刻产业大步迈出的振兴脚步。
罗源县玉石雕刻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曾创造辉煌的成就。全县总人口 26 万多人，玉石雕刻从业人员就有上万名，先后涌现出 5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11位国家级玉石雕刻大师，以及 47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玉石雕刻大师，赢得了“天下石、罗源工”的美誉。
然而，过去几十年因市场原因，无论是大师还是初学者，纷纷离开家乡在外创业，本地玉石雕刻氛围凋敝。罗源玉石雕刻产业的辉煌记忆，成了往事。
有历史、有矿石、有大师，玉石雕刻产业能否重振雄风？去年以来，罗源县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规划建设滨海玉石文化城，出台多项产业扶持措施，吸引在

外大师和雕刻从业者返回罗源创业。
目前，滨海玉石文化城已有 113 名罗源籍知名雕刻艺术家回乡创业。建设玉石美术馆、打造直播基地、举办展览活动、与周边的海洋世界联动发展文旅经

济……罗源玉石雕刻产业的振兴，露出曙光。

核 心 提 示

从西安、洛阳等文化古都和各地的博物馆在暑期旅游中
备受追捧，到央视接连推出《中国诗词大会》《中国书法大会》
等传统文化热门节目，再到汉服、国乐、茶艺、非遗等元素日常
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如今，国潮之风劲吹中华大地。

玉石雕刻，与国潮息息相关。在罗源，玉石雕刻大师专攻
印纽雕刻，而印纽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与国潮的深
度链接，是罗源玉石雕刻产业的突出特点。

当罗源县推动玉石雕刻产业振兴的步伐，迎头撞上了举
国盛行的国潮之风，这是宝贵的天赐良机。地方政府和广大玉
石雕刻从业者应当乘势而上，多方发力，抓住机会重铸辉煌、
壮大产业。

发挥大师的技艺优势，才能筑牢产业振兴的基础。要充分
激发大师的创作热情、创业激情，源源不断推出玉石雕刻艺术
品、收藏品，力争让罗源玉石雕刻产品具备更强的鉴赏价值、
人文价值，从而在国潮之风中占有一席之地。用大师的创意和
技艺打动人心，获得认可，产业振兴才有希望。

依据市场风向的业态融合和产品转型，是壮大产业的关
键。上世纪 90 年代，罗源玉石雕刻产业的落寞，正是源于对市
场环境变化的强烈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又一次发生巨大变
革，要实现罗源玉石雕刻产业的振兴，必须主动适应新变化，
一方面将玉石雕刻产业与文旅经济发展充分融合，借助文旅
经济强劲复苏的好机会，以业态融合带动产业振兴；另一方
面，要在产品上推陈出新，抓住年轻人的消费新潮流，致力于
玉石雕刻产品生活化、装饰化，将其变成艺术性、实用性兼备
的新产品，根据消费潮流定制玉石雕刻产品，靠市场的力量壮
大产业。

融入直播带货的热潮，争取打响品牌，形成集聚效应。要
让玉石雕刻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直播是可以获得大量潜在
消费者的新载体。有第三方数据显示，62%的受访网民偏好从
电商平台消费国潮商品。因此，相关部门和企业要为玉石雕刻
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直播环境，带动产品销售，创造适应市场
需求的爆款产品，打响罗源玉石雕刻的区域产业品牌，带动产
业要素在滨海玉石文化城集聚，最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为一
体的产业链条。

国潮之风既是对文化自信自强的表达，也是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历史悠久、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罗源玉石雕刻产
业，可以适应国潮、拥抱国潮，并且成为国潮，在国潮引领的市
场变化和消费趋势中，大步走好振兴之路。

拥抱国潮
□本报记者 卞军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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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县滨海玉石文化城古街夜景 陈世强 摄

潘惊石大师在创作中。

罗源“安后石”雕刻技能大赛在滨海玉石文化城举行。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罗源圣水寺栖云洞十八罗汉 陈世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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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雕刻精品玉石雕刻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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