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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美

胡勃

“大师”评选：

拨开迷雾 理性前行

筱琹

每逢岁时佳节，华夏大地，从城

镇到乡村，家家户户的门窗被剪纸装

饰一新，红红火火、喜气洋洋，这些在

田野绽放的花儿，养眼、暖心。时代

在变，风俗也在变，各种新观念和新

的当代艺术形式层出不穷，为什么这

些土的掉渣的剪纸还能传承千年，这

里面蕴含着怎样的秘密？或者说，民

间剪纸中究竟有什么养分精华，可以

长久不衰地慰藉着我们的心灵，并滋

养着当代艺术呢？

首先，民间剪纸可以拿来直接使

用，毫不违时地融入当代生活，成为当

代艺术的重要支撑甚至是一个优秀的

艺术门类。民间剪纸那简洁优美的形

式、夸张可爱的造型、纯净浪漫的情

调，特别适合表现神话、民间故事、寓

言等题材，如果将剪纸艺术直接用于

这一类作品的题头尾花、插图、装帧，

甚至用来作独幅画、连环画等，风格独

特，趣味十足而又不失新意。

在工艺美术、艺术衍生品领域，

民间剪纸的图案绝对是装饰、设计和

包装的巨肇。且不说几千年以来，民

间剪纸一直是华夏大地百姓娱人敬

神、祈福、装饰生活的重要手段，也不

说剪纸作为民间艺术之本，刺绣、蓝

印花布、皮影、木雕、陶瓷纹样都脱胎

于剪纸图案，单说在现代生活离不开

的包装、设计、装潢等领域，由于可以

极方便地用剪贴、喷绘、雕刻、镂空、

折叠等手段，在纸、布、泥、石，甚至玻

璃、贝壳、羽毛、塑料、钢铁等几乎一

切材料上绘制，雕刻出精美的剪纸图

案，制作出既有手工艺性又有绘画性

的、极具趣味性的作品，剪纸对这些

领域的支撑及带来的方便和惊喜更

是随处可见。

其次，民间剪纸的艺术观念和表

现 方 法 可 以 多 方 位 地 滋 养 当 代 艺

术。中国艺术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

征，一方面它有相对固定的程式化了

的东西，这是必须恪守的传统，另一

方面它又给艺术家留下充分的自由

创作和发挥的空间。民间剪纸也是

一样，它的这一特点也为当代艺术的

学习借鉴提供了无数可能。

比如说民间剪纸表达主题的方

式。剪纸因愿力而生，它存在的前提

是祈愿，祈求生命繁衍、多子多福、健康

幸福、平安吉祥等，主题美好，且重点突

出。这最质朴、最原生态的愿景表达却

不靠简单的贴标签喊口号，它可以借助

于最含蓄最优美的象征、比喻，根据不

同的祈愿时间、地点、事件，用不同的图

腾如鱼、蛙、鸟、鹿、龙、凤、葫芦、石榴等

的组合，准确巧妙地表达主题。剪纸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其自由随

心、巧妙含蓄表达主题的方式，丰富了

作品的内涵和意境。

比如说民间剪纸的形象、语言、

构图、视点、时空关系等表达方式。

这种在传统程式的恪守中又充满变

数的、自由的意象表达，对于当代绘

画来说，是观念性的冲击和最自由的

艺术表现手法滋养。

剪纸的语言，那些随着作者心

愿，通过或剪、或刻、或撕、或烧而自

由形成的锯齿、狗牙、月牙、圆点、云

勾、鱼鱗等符号，不仅使剪纸获得了

丰富多样的装饰美，而且在它刀言纸

语之中藴含关于阴阳、生育、生命繁

衍的密码，使剪纸的艺术美和寓意美

被无限放大。剪纸饱满又极具张力

和视觉冲击力的构图，其外形高度洗

练概括，其内部极尽随性、精巧又有

装饰美，处处暗合黑白、虚实、阴阳的

中国智慧，大朴大美。

这一切唯心唯愿，以自我心灵为

中心的中国式心理感知、多维时空和

心象造型，以及充满隐喻、象征的符

号化艺术语言，程式化的传统恪守和

艺术家自由发挥的矛盾对立统一，是

地道的充满东方智慧、东方哲学的意

象艺术，即是民间剪纸被喻为中华文

明活态文化的理由，也为中国当代艺

术提供了直通传统文脉和当代当下

的丰厚营养。

最后，当代艺术家可以从民间剪

纸中找到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回归艺

术初心。

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学艺术的

人是看西方多、看东方少，看外面多、

看内心少。即使有人能够认识到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视线也多半只放

在古代卷轴画、壁画和塑像上，看庙

堂多而看田野少，研究技法材料多又

少关注内心。殊不知，能够被称为中

华文化活化石的，正是这些较少受现

代文明和外来文化冲击的、真正有传

统底蕴的民间的剪纸。它上承 7000

年中华文化传统文脉，古朴精深；下

接万里田野广袤地气，雄浑博大；又

有浓浓人间情味，质朴清新。这样的

剪纸与名利无关、与浮躁无缘，它只

和神圣和祈愿相连，只是心和手的艺

术。散落在田野的民间剪纸能手们，

用艺术将自己从现实的喧嚣痛苦中

抽离，回归内心，只专注于在手起剪

落之间获得的精神力量，一刀一剪之

中唯有内心的丰盈、满足、幸福。这

样的艺术上通传统文脉，下达百姓民

心，这才是艺术的真谛，是艺术家真

正的初心，也是当代艺术最应该从民

间剪纸中汲取的养分。

在处处求新求变的当代社会，让

我们回归传统，走近田野，走近民间

剪纸，走进内心，寻找中华文明的源

头活水，并用它来滋养我们的当代艺

术。毕竟，艺术只有扎根传统，才能

富有生命力。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用民间剪纸精华

滋养当代艺术
“艺术大师评选”这一活动形式和

主题，一直为人们所争议，有人认为，艺

术大师不是一个评选活动可以衡量评

判的，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

验；也有人认为，这类评选形式本身就

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容易混淆视听，不

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各艺术门类

中，工艺美术领域的“大师”名号之复

杂、数量之多尤其让人咋舌，诸多行业

协会、不相关的机构纷纷出面评定大

师，一时间“大师”满天飞，无形中稀释

了“大师”一词在人们心中的含金量。

面对种种乱象，民政部出重拳整

治，从 2016年“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出炉一波三折，到 2017 年“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评选被叫停等，工艺美术行业

“大师评选”的乱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

得以抑制。2018 年 5 月，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正式公布了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最终名单，据了解，由于充分认识

到做好此次评选工作的重大意义，评选

工作自 2017 年 9 月正式启动以来，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先后召开 4 次会长办公

会，专题研究评选工作，并宣布了《第七

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管理办

法》。评选综合了各地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人数、省级大师人数、产业规模和从

业人数等各方面因素，在经过地方审

核、地方初选、公示上报、资料审核、作

品展示、专家评选、审议公示等阶段后，

最终公告 89 位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公示和公告期间，无一起网络炒作

事件。

在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内，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评定

之一，每 5 年举行一次，堪称是中国工

艺美术界的奥林匹克，该荣誉称号不

仅代表个人的最高荣誉，更代表着行

业的标杆。因此，每一届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的评选过程都十分严格。虽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有着很深的

历史积淀，但评审工作仍然经历了一

波三折。

除了因为国家机构变更，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的评定工作曾被搁置长达 10

年之久外，进行了 7 届的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评选也多次变换主办方。前四届

都是由原轻工部主持，这个时期，在政

府、专家和行业团体的密切配合下，评

选工作不仅进行顺利，而且获得国家认

可。第五届由国家发改委评选，由于没

有行业协会从地方到省市金字塔式的

系统支持，使得此界评选争议不断。到

了 第 六 届 则 由 工 信 部 负 责 ，2013 年 7

月，工信部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决定》，将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正式转交

给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因此，第七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是由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主办，工信部作为国家工艺美术

行业主管部门，对评选工作进行指导及

监督。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不再由工

信部“官办”的消息，曾在工艺美术界引

发热议和思考。有人赞成，也有人担心

荣誉称号的权威性会受到挑战。事实

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虽然是行业协

会，但跟以前的轻工部是有历史渊源

的。整个评选仍然是政府主导，具有半

官方性质。政府主动把相关职能转换

到行业，就是为了体现“行业的事情行

业做”，把真正有水平的大师推举出来，

做到更加公平、公正。

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所谓“大师”

相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无论是评选的

过程还是最终的认定，都有着本质的区

别。从促进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角度

而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定显然

是 一 种 合 理 的 激 励 制 度 。 从 前 6 届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评 审 结 果 和 行 业

调研得到的反馈来看，这一评选在抢

救 珍 稀 技 艺 ，呈 现 经 典 作 品 ，传 承 民

族 瑰 宝 等 方 面 起 了 不 小 的 推 波 助 澜

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少为人知，社

会对其重视度不高，甚至濒危的工艺

门 类 ，这 种 认 定 更 是 被 视 为 一 种 生

存、发扬的动力。

据粗略统计，近 40 年间，共评选出

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有 500 余位，而目

前在世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仅有 300

余位。中国作为有着 13 亿人口的泱泱

大国，有着悠久的中国工艺美术历史，

产区遍布全国各地，这个数字显然还

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艺美

术大师的评选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势在

必行。

那么，行业协会的职能是什么，权

力下放到行业协会，是否还需要政府

监 管 ？ 究 竟 什 么 样 的 人 才 可 以 称 为

工艺美术大师？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当前正确的做法，应该由政府部门担

当 指 导 、监 督 的 角 色 ，而 由 行 业 组 织

来 实 施 具 体 的 工 作 。 包 括 依 据 有 关

法 规 来 打 造 大 师 评 选 体 系 ，建 立 科

学 、完 善 的 评 价 标 准 ，从 而 规 范 评 选

活动，进行行业自律。尤其是改变目

前有关法规无实施细则，更无贯彻落

实措施的现状。

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领

导小组组长张崇和在总结评选工作时

谈了 6点体会，他表示，政府信任和支持

是做好大师评选工作的首要前提，完善

的工作机制和体系是做好大师评选工

作的基本条件，科学的顶层设计是做好

大师评选工作的重要基础，严格按制度

办事是做好大师评选工作的根本保证，

严明的纪律责任是做好大师评选工作

的有力措施，过硬的工作队伍是做好大

师评选工作的关键支撑。此外，张崇和

还指出，评选只是起点，下一步将继续

深化大师服务，推动行业振兴。这意味

着，评出荣誉称号并非“万事大吉”，中

轻联将完善服务机制，努力提升服务工

艺美术大师的水平。比如，创造条件组

织实施“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培训提升

工程，提高传承能力；支持建设一批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开展传统工艺

美术传承创新交流活动；进一步健全国

家、省级、区域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

体系，强化专家委员会，优化专家库，完

善大师数据库等。如此通过各项举措

来打造工艺美术行业的人才队伍，为工

艺美术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在寂寞中坚守，在坚守中创新，始

终与浮华保持距离，用诚意的作品去打

动观赏者，这无疑是大师所应具备的品

格。而真正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一

定是德艺双馨的：一方面，他们在行业

内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够为人师表；另

一方面，他们必须有独门绝活，在工艺

传承上具有代表性，作品有巨大的影响

力，并且深受市场欢迎，能够引领工艺

美术的产业化发展。总之，工艺美术行

业需要真正的大师作为工艺美术事业

的标杆，展现大国工匠精神，推动工艺

美术的繁荣发展。

奕品

《周礼·考工记》载：“知者创物，巧

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

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

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

之所作也。”古人把能工巧匠提到“圣

人”的高度，正是这些能工巧匠用热情

与专注，“巧者述之守之”生生不息的传

承，摸索出巧夺天工的技艺，塑造出无

数璀璨的工艺瑰宝。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

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着旧

时技艺的“香火”和荣光，守护古老的历

史，同时又在继承中创新，培养新人、传

承薪火。

7月 5日至8月19日，“木里乾坤——

吴尧辉木雕艺术精品展”在浙江省博物

馆武林馆区举办。展览展出了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吴尧辉的木雕艺术代表作

品 60余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吴尧辉的

作品类型和艺术风格，也映射出他对生

命的独特思考和感悟。

吴尧辉，1964 年生于浙江乐清，是

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

雕”代表性传承人。黄杨木雕，因所雕

刻木材是黄杨木而得名，主要产区在浙

江省温州、乐清等地，与东阳木雕、青田

石雕并称为“浙江三雕”。黄杨木生长

缓慢，四五十年的直径仅有 15 厘米左

右，所以有“千年难长黄杨木”的说法。

乐清黄杨木雕创始于宋、元，流行于明、

清。乐清木雕门类齐全，在秉承传统、

保持黄杨木雕的原有风格和神韵的基

础上，大胆突破，推陈出新，已由“单体

雕”发展到“拼雕”“群雕”，由普通“圆

雕”发展到“劈雕”“根雕”，技艺更趋精

湛，作品更臻完善。

吴尧辉幼时酷爱绘画、书法，16 岁

始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虞金顺学习

黄杨木雕技艺，其间又得叶润周大师的

大力栽培。作为黄杨木雕第七代传人，

他经过 30 余年的学习、探索与研究，在

技法、雕刻语言及创作理念方面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吴尧辉的作品造型

严谨，整体感强，线条简练，古拙雄健，

手法夸张，极具神韵。他不仅善于人

物雕刻，更巧妙地将油画与西方雕塑

擅长的光影透视等完美地植入乐清黄

杨木雕传统技艺中，使其作品既继承

了曾经辉煌灿烂的传统技艺，又增添

了当代艺术的趣味与特点，作品质感

突出又充满动感，尤其他雕刀下的女

性形象，往往形体柔美、情态温婉，完

美再现其风雅韵味。其作品细节刻画

也十分精到，如人物身上的衣纹和脸部

的细微表情等，无论从哪个角度细看，

都十分经得起推敲。

现场展品中，连续获得两届中国民

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组雕作品《赏

乐》《大唐盛世》极其吸睛，组雕由《踏

春》《蹴鞠》《爬杆》《马球》《市井》《茗战》

等组成，每组雕刻长度均为两米多。其

中，《蹴鞠》再现了唐代蹴鞠发展的鼎盛

时期，运动员在踢蹴鞠时的场景。奔跑

着的、踢着球的、拦球守门的、呐喊助威

的，每一个人物的运动姿态和面部表情

吴尧辉都深入刻画，运动的欢乐与动感

跃然木上。蹴鞠与如今的足球运动很

相似，“世界杯”之际，观众也可以通过

这件作品看到古人踢球的场景。

除此以外，同样是组雕作品的《城

市老记忆》则唤起了不少人的童年记

忆，作品由《千锤百炼》《量身裁衣》《兑

糖儿》《一炮走红》《走街串巷》等组成，

用木雕的方式记录过去的生活场景。

吴尧辉说：“现在儿时的东西很多都已

经消失掉了，就像以前的竹篓还有走街

串巷的吆喝声，现在都很少有了。所以

我想用技艺，场景式地去还原过去的景

象。当观众看到作品能回想起以前，哪

怕是记起小时候爱吃的麦芽糖，我都会

觉得很感动。”

中国工艺美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

的加快，其生存环境不断受到威胁，许

多传统工艺美术已经斑驳和脆弱，假如

这个传承链在某个环节中断，它们也将

随风飘逝。保护传统文化是博物馆义

不容辞的要务，因此，浙江省博物馆经

过周密的策划，推出以大师为代表的中

国工艺美术系列特展，全面介绍竹木、

玉石、漆器、陶瓷、金属等各个领域的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历程。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表示：“吴尧辉

精彩的雕刻艺绩证实，他不但是当之无

愧的黄杨木雕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也是

黄杨木雕艺术不断创新的有力推手。

希望这次展览能让我们从大师身上看

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者的责任担当，唤

起 我 们 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重 新 审

视。让我们共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创新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古拙雄健 融古出新
——吴尧辉的木雕艺术

大唐盛世之二“蹴鞠”局部（木雕） 吴尧辉 城市老记忆之量身裁衣（木雕） 吴尧辉

信息速递

秦陵博物院展出 1 2 0 件云南滇国青铜器

本报讯 日 前 ，为 期 3 个 月 的

“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

展”在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展

出。此次展览汇聚了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珍藏的滇

国青铜器文物精品 120 件（组），展览

从“古国重光”“青铜铸史”“遗失王

国”“开疆划界”4 个方面集中展示了

滇国青铜文化的诞生、发展及最后的

终结。“滇”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

建立的一个古代王国，势力涵盖今云

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西汉晚期走向

衰落，逐渐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

代。此展是该院首次举办以滇国文

化为主题的展览，将带领观众寻觅神

秘的滇国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探寻

其历史之谜，领略中华民族丰富多彩

的文化面貌。 （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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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霞刺绣屏风作品《紫椹》 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烈汉青瓷

作品《梅子青长寿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