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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如磐石
在一众展馆中，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陈礼忠艺术馆稳占“C 位”。步入福
建馆，右手边就能看到各类构思精巧、
工艺不凡的寿山石雕作品。

陈礼忠的新作《安居》巧夺天工。
菊花以洒脱之态傲然开放，花朵大而
活泼，层层叠叠，渐次打开，花瓣柔美
而富有动感，两只鹌鹑停在一旁，双眼
明亮而深邃，羽毛之间衔接紧密。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这是陈礼
忠在疫情后，透过《安居》作品给予祖
国和人民最深的祝福。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
巧。”《考工记》里的这句话也是陈礼忠
声名鹊起之路最好的总结。如今，陈礼
忠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
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可少有人知道，千
禧年的除夕夜，他却是靠借来的 1000
元钱过了个年。

窘迫，只因陈礼忠倾尽所有，买了
一块石头。1995 年夏天，27 岁的陈礼
忠在福州晋安区寿山乡寿山村看到了
一块五彩斑斓的巨型鸡母窝，高达 1.4
米、重达 600公斤。

花费 12 万元。这价格，当年可以
在福州市中心买套房子。“太美了！我
的血液在身体里沸腾，我知道我不能
失去它。”陈礼忠回忆道。

他也曾因这块石头饱受同行的
质疑，因坚持艺术创作拒绝甲方“指
点”，令即将到手的订单打了水漂。但
在 2001 年，《春声赋》破茧而出，惊世
骇俗。

此 后 的 故 事 被 人 们 熟 知 。2010
年，《春声赋》曾以镇馆之宝的身份亮
相上海世博会福建馆，官方以 1.3亿元
的价格为其投保。

从“守之”到“创物”，这几乎是所
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走过的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闽派牙雕的
传薪者宋春国，在正式接触牙雕前，曾
耗费一年时间，专注于磨刀。“心性若
不坚定，连牙雕的门槛都摸不到。”

自幼随父在莆田工艺一厂学习雕
刻，宋春国曾辗转于石雕、木雕、牙雕
车间，最终集百家雕艺之所长，研创了

“琳珑细透”牙雕技艺——融汇了圆
雕、平雕、透雕等雕刻手法，其作品呈
现出“雅、润、精、逸”的艺术风格。

宋春国的代表作之一《百骏图》，
是按照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百骏图》
原画作 1∶1 进行再创作。自 2013 年起，
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历时近 4 年才
完成。这个作品重达 500 公斤、长 4.8
米、高 0.7 米，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
象牙雕刻作品，获得扛旗世界纪录。

为创作寻找灵感，宋春国如今仍
保持着翻阅古籍、观看展览的习惯。他
对这门手艺的热爱始终不减，直言：

“要想把这一行做得长久，离不开耐心
与细心，更要有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
和韧劲。”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谢松青也持
有同样观点。谢松青从小就接触建窑
建盏，耳闻目睹使他走上了建窑建盏
和其他陶瓷工艺制作之路。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建盏产自建
窑，建窑是我国著名的古窑之一，现有
大量遗址位于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
井村一带。在谢松青的记忆里，小时
候，山上、田里、路边可见大量散发着
晶莹光彩的黑碗残片，家中装食物的
器皿很多都是建盏；长大后，建盏成为

他浓浓的乡愁。
他几近痴迷，从收藏、鉴赏、烧制

建盏，到传承、恢复、光耀建盏文化，以
传统龙窑柴烧建盏，成功地烧制出可
与宋代建盏相媲美的建盏，创办了第
一个非国有的建窑建盏博物馆。

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后，不遗余
力地让老工艺传下去、火起来，成为
工艺美术大师们共同的追求。数据显
示，目前，全省累计 60 人获评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826 人获评福建省工艺
美术大师，1307 人获评福建省工艺美
术名人。

薪火永相传
年近花甲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

建胜在徒弟兰全盛的展位上紧张地搓
着手。然而，真正接受“考试”的，却是
他的徒弟兰全盛。“虽然接受考试的是
徒弟，但同样也是对我们师徒技艺传
承的一种考验。”林建胜说。

此 次 ，兰 全 盛 带 着 两 件 作 品 参
加“ 百 鹤 杯 ”工 艺 美 术 设 计 创 新 大
赛，这是工艺美术界最重要的比赛。
大赛设“金鼎奖”“百鹤奖”“新锐奖”
三个层次奖项，相当于金、银、铜奖。
兰全盛的目标是获得好奖项。

“他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这个可不好得。这次参加‘百鹤杯’创
新大赛就是想获得大家对自己作品的
认可，再努力拿个奖。”林建胜笑着说，
言语中满是对徒弟的赞美之词。

出生于 1981 年的兰全盛有 20 余
年的制陶“工龄”。2007 年，他进入泉
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学习陶瓷雕塑
时，认识了林建胜，两人交谈甚欢、相
识恨晚，其间他逐渐感受到德化传统
陶瓷雕塑的独特魅力。3 年后，兰全盛
毅然辞去小工艺品创作设计工作，向
林建胜学习求教德化传统陶瓷雕塑
技艺。

“您的这位弟子花了多久时间出
师？”记者问。

“8 年。”林建胜说。兰全盛是一名
颇有天赋的学生，但出师也要 8年。

在艺术的世界里，大师和匠人的
分水岭从来都是决绝的。

工艺美术讲究“因材施艺”。林建
胜曾在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任职，
后又担任福州大学、福建商学院等客
座教师，桃李满天下。“一间坐满 50 人

的大学教室里，首先让学生用泥塑临
摹一个作品的基本型。作品达 8 分以
上的学生，就是天赋型选手，再加上后
天努力，或许可以成为大师。”

这样的人，不到五分之一，但也
比“60 后”林建胜那个年代的比例高
得多。

即便如此，现在还是存在着传统
工艺美术后继乏人的现象。“学生教过
数千个，但仍然坚持从事陶瓷行业或
者从事与之相关行业的学生，仅十分
之一。”林建胜说。

在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的德化，
陶瓷已串起了一条 500 多亿元的产业
链。2023 年，规上陶瓷企业产值占全

县规上工业企业产值的 77%。
换言之，与其他的工艺美术品种

相比，陶瓷雕塑已是当中的佼佼者。
对此，宋春国感触颇深。“大学学

习 4 年，学徒再当 6 年，牙雕手工艺者
想要出师，至少需要 10 年。学徒在学
习过程中，人才流失率达 30%，学徒最
终成为大师，10个人里仅有 1人。”

传统工艺需要一代代年轻人的传
承。如今，几乎所有的工艺美术大师都
选择收徒传艺，倾囊相授。

来自莆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
福华通过大师工作室与高校合作讲
学、社会传承、工厂传承的方式，培养
了行业人才上千人，还以丰富的课余

活动为载体，开展榫卯结构、木工工
具、手工体验、仙作故事等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导向，
创新载体与游戏的形式相结合，让孩
子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技艺，感受民族
文化。”

大浪淘沙，仍然有一些“后生”被
传统工艺美术的魅力深深折服。

黄福华说：“在仙游有很多红木三
代、四代，甚至五代。我们也曾有过断
链的阶段，很多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榫
卯，什么是锼空、镂空，什么是浮雕、通
雕、浅雕、阴雕。现在许多年轻人接过
父辈的接力棒，继承父辈的手艺，推动
仙 游 红 木 文 化 传 播 。我 们 感 到 很 高
兴。”

记者还在陈礼忠艺术馆见到了
“00 后”毕业生陈葆掬，这也是陈礼忠
最近收的一个小学徒。谈及选择这个
行当的原因，陈葆掬说：“色彩对人的
感官刺激是最为直接的，寿山石天生
便能‘以色夺人’，拥有更丰富的情感
和艺术表现力。”

“在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上大二时，
无意了解到陈礼忠大师为了更好雕刻
鹰这一翎毛类动物，曾畜养了十几只
鹰，悉心观察其栖息动态和习性，创作
了一系列目光如电、炯炯有神、爪力雄
劲的雄鹰形象。”陈葆掬相信言传身教
的力量，在她看来，工艺美术的生命力
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中延续。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已有超过 30
所高职院校开设了产品艺术设计、艺
术设计等工艺美术类相关专业，专业
点超过 100个。

创新不忘本
尽管已是大师，宋春国仍旧是刀

耕不辍，每天坚持与作品的原料“对
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画图稿、刻
部件、搞创新，或到半夜才有了灵感，
也要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工创作。

这 是 大 部 分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的
日常。

工艺的价值和魅力，主要体现在
人的创造上。在宋春国的展馆中不乏
极为精细的牙雕、木雕作品。“手工艺
与科技工艺的结合，让曾经一些繁难
工艺变得简单易行，比如，用高频率电
动雕刻工具，就能完成更多精致、对雕
刻角度要求严苛的作品。”宋春国直

言，但除此之外，科技无法代替创作，
所有的作品仍然要一件件完成。

这也是这些工艺美术大师坚持的
独特性，避免工业化、同质化。

在福建馆转上一圈，一张极具特
色的餐桌让人印象深刻：直径近 4 米
的桌面上，雕刻有万里长城、颐和园、
黄鹤楼等 16 处名胜古迹。这件名为

“福满江山·中国餐桌”的作品，以大红
酸枝为材质，采用多层工艺手法，耗时
近 3年才完成。

“这件作品把我们很多的工艺技
艺都融进来，深浮雕、镂空雕、半立体
雕，呈现出各种精湛的技艺。”黄福华
说道。

黄福华扎根传统技艺，在坚守传
统技艺的同时谋变创新，将古典与现
代有机结合。“创新是发展的内核，但
传承一定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最终实
现融合。要顺应时代，紧跟市场的需
求，把人们对生活的个性化追求、对生
活美的追求很好地悟出来。这样创作
出的作品，才更加得到人们的认可，满
足市场的需求。”

创新，还体现在原料上。
目前大多数工艺美术特需资源

濒临枯竭。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报
告显示，特需资源如内蒙古巴林石已
枯竭，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新疆
和田玉、广东端砚石、河南独山玉等
储量稀少。此外，淄博、唐山的高岭土
几乎枯竭，景德镇高品质的高岭土已
相当稀少。

求变，成为诸多匠人创新的必由
之路。以牙雕为例，2018 年，我国禁止
象牙贸易。对于宋春国而言，技艺传承
意味着要实现原材料的替代，于是，他
积极转型。最终，猛犸象牙逐渐代替现
代象牙，成为牙雕创作的材料。“猛犸
象牙属于史前遗存化石，质地坚实细
密、色泽柔润光滑，是合法的原材料，
但稀缺。”

闽派牙雕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工艺
精湛、惜料如金，能呈现出纹饰的繁密
之美。在宋春国看来，以猛犸象牙为材
料的雕刻创作更需要创新。“猛犸象牙
外皮和牙心质色不同，原材料中会夹
杂一些断层、裂痕、杂色，这就需要在
保留材料特性的基础上，因材施艺，随
形而雕，实现‘动态创作’，赋予牙雕作
品新的艺术美感。”

林建胜认为，为避免更多“学艺不
从艺”的现象，可以寻求一些更为积极
的应变之道。他鼓励跨界、融合、创新，
包括产业的创新。

林建胜曾教导过的一名学生郑良
文，在德化城关职业中学学习了 3 年，
又在深圳的工艺厂里工作了五六年，
这几年在深圳从事与陶瓷相关的融
合作品的经销，走出产业创新之路。

“抽屉把手、橱柜拉手，甚至是灯罩，
都可以是陶瓷制作而成的。把这些产
品与木制品、金属相结合，受到一众
好评。”

在时代的浪潮中，工艺美术不断
地演变和创新，但不论是何种形式的
传承创新，工艺美术大师们始终坚守
中华美学精神，把握工艺美术文化特
质，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近日，在福州举办的2024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上，老工匠们以“天工巧作”令“福”地生辉。

在这一场权威性、规模性、影响力居全国之首
的工艺美术博览会上，超过 1000 名工美大师和大
国工匠亮相，超过 12万件各地特色展品风采互鉴、

交相辉映。
艺苑争芳中，来自八闽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

建工艺美术大师用巧手、锋利刻刀，创造出锦绣炫彩
的作品，蕴含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人文风骨；在入古
出新的跨界融合中，传统工艺美术之花绚烂绽放。

核 心
提 示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指尖生花，毫厘之间绽芳华
□本报记者 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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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上展出的《造化万象》作品，构思精巧。 王旺旺 摄

市民现场体验“惠安影雕”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林霞 摄

林建胜在工作室认真雕刻作品。
（受访者供图）

观众在 2024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福州工美展区参观。 王旺旺 摄

博览会上展出的瓷器，典雅大方。 王旺旺 摄

陈礼忠讲述新作品《安居》的创作过程。 本报记者 林霞 摄

福建馆展出的猛犸象牙雕，巧夺天工。 本报记者 吴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