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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因为师是道的承载者，又是道的传承者。
师为表率，师为范模，而大师则是指有卓越成就的学者或艺术家。
他们站在文化的高峰，不但辉煌一世，并且开创了人类的文明。
一代一代的大师，以其巨大的成果，建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大厦。
    我们通常所称的大师，不论在学术界还是艺术界，大都是群众敬仰的尊称。
目前由国家制定标准而公选出来的大师，惟有“工艺美术大师”一种。
这是一种荣誉、一种使命，在他们的肩上负有民族的自豪。
就像奥林匹克竞技场上的拼搏，那桂冠和金牌不是轻易能够取得的。
    我国的工艺美术不仅历史悠久、品类众多，并且具有优秀的传统。
巧心机智的手工艺是伴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
早在2500多年前的《考工记》就指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
”明确以人为中心，一边是顺应天时地气，一边是发挥材美工巧。
物尽其用，物以致用，在造物活动中一直是主动地进取。
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看，诸如厚重的青铜器、温润的玉器、晶莹的瓷器、辉煌的金银器、净
洁的漆器，以及华丽的丝绸、精美的刺绣等，无不表现出惊人的智慧：谁能想到，在高温之下能够将
黏土烧结，如同凤凰涅槃，制作出声如磬、明如镜的瓷器来；漆树中流出的液汁凝固之后，竟然也能
做成器物，或是雕刻上花纹，或是镶嵌上蚌壳，有的发出油光的色晕；一个象牙球能够雕刻成几十层
，层层都能转动，各层都有纹饰：将竹子翻过来的“反簧”如同婴儿皮肤般的温柔，将竹丝编成的扇
子犹如锦缎之典雅：刺绣的座屏是“双面绣”，手捏的泥人见精神。
件件如天工，样样皆神奇。
人们视为“传世之宝”和“国宝”，哲学家说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
我不想用“超人”这个词来形容人；不论在什么时候，运动场上的各种项目的优胜者，譬如说跳得最
高的，只能是第一名，他就如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
    过去的木匠拜9币学艺，有句口诀叫：“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说明前三年不过是获得一种吃饭的本领，即手艺人所做的一些“式子活”(程式化的工作)：再学三
年并非是初学三年的重复，而是对于造物的创意，是修养的物化，是发挥自己的灵性和才智。
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潜心于此，何止是苦练三年呢？
古人说“技进乎道”。
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想象，运用手的灵活，获得驾驭物的高度能力，甚至是“绝
技”。
《考工记》所说：“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只是说明设计和制作的关系，两者可以分开，也可以结合，但都是终生躬行，以致达到出神入化的
地步。
    众所周知，工艺美术的物品分作两类：一类是日常使用的实用品，围绕衣食住行的需要和方便，反
映着世俗与风尚，由此树立起文明的标尺：另一类是装饰陈设的玩赏品，体现人文，启人智慧，充实
和提高精神生活，即表现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
两类工艺品相互交错，就像音乐的变奏，本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工艺品的材料有多寡、贵贱之分，制作有粗细、精陋之别，因此便出
现了三种炫耀：第一是炫耀地位。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连用品都有级别。
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用；贵族和官员用的东西，平民不能用。
诸如“御用”、“御览”、“命服”、“进盏”之类。
第二是炫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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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一个饭碗，平民用陶，官家用瓷，有钱人是“金扣”、“银扣”，帝王是金玉。
其他东西均是如此，所谓“价值连城”之类。
第三是炫耀技巧。
费工费时，手艺高超，鬼斧神工，无人所及。
三种炫耀，前二种主要是所有者和使用者，第三种也包括制作者。
有了这三种炫耀，不但工艺品的性质产生了异化，连人也会发生变化的。
“玩物丧志”便是一句警语。
    《尚书·周书·旅獒》说：“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这是为警告统治者而言的。
认为统治者如果醉心于玩赏某些事物或迷恋于一些事情，就会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
强调“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
主张不玩犬马，不宝远物，不育珍禽奇兽。
历史证明，这种告诫是明智的。
但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为了避免封建帝王“玩物丧志”，《礼记·月令》规定：百工“毋或作为
淫巧，以荡上心”。
因此，将精雕细刻的观赏性工艺品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禁止。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但上心易“荡”，也禁而不止。
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统治者的生活腐败和玩物丧志，以致误解了3000年。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是不是美物都会使人丧志呢？
答案是否定的。
关键在人，在人的修养、情操、理想和意志。
所以说，精美的工艺品，不但不会使人丧志，反而会增强兴味，助长志气，激发人进取、向上。
如果概括工艺美术珍赏品的优异，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
不仅体现了人的创造精神，并且通过手的锻炼与灵活，将一般人做不到的达到了极致。
因而表现了人在“改造世界”中所发挥出的巨大潜力。
    2．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不仅获得了驾驭物的能力，并且能动地改变物的常性，因而超越了人的“自
身尺度”，展现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
    3．它将手艺的精湛技巧与艺术的丰富想象完美结合：使技进乎于道，使艺净化人生。
    4．由贵重的材料、精绝的技艺和高尚的人文精神所融汇铸造的工艺品，代表着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才
能，被人们誉为“国宝”。
在商品社会时代，当然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也就是创造了财富。
    犹如满天星斗，各行各业都有领军人物，他们的星座最亮。
盛世人才辈出，大师更为光彩。
为了记录他们的业绩，将他们的卓越成就得以传承，我们编了这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系列丛书，
一人一册，分别介绍大师的生平、著述、言论、作品和技艺，以及有关的评论等，展示大师的风范。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文化积淀增添内容，也希望能够启迪后来者，使中国的
工艺美术大师不断涌现、代有所传。
是为序。
    2009年12月25日于南京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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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的每本图书通过对大师本人、亲人、徒弟、友人的采访，了解大师的工作场
景、工作用具、个人喜好等工作生括背景，挖掘大师的设计理念、传统技艺、本人绝活、工艺口决，
以图文并茂、图文互动的方式，力争使丛书具有史实纪录的史料性、文献性、专业性和理论性等多重
价值，揭示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的真谛。

这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心一)》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系列中的一册。

余世安编写的这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心一)》收录了金属工艺之肌理美；大师访谈及评述摘要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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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5年2月，张心一以优异成绩从工业中学毕业，和其他4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厂大件组。
所谓“大件”就是用金银和珠宝材料做成的细工摆件。
带教他们的是已年近花甲的陶良宝和边炳森两位老师傅。
当两位老人看到5位年轻的接班人时，感到由衷的高兴，恨不得将自己的全部功夫倾囊相授才好。
    长期从事金银细工的陶良宝和边炳森可算得上自1948年老风祥银楼创立以来的第四代传人，不仅技
术全面，而且在造型艺术设汁上颇有成就。
在师傅的悉心指教下，张心一开始了他的3年艺徒生涯，从金银细工制作的基础工艺学起，由浅入深
习作捶揲、抬压、錾刻、镂空、镶嵌、焊接等技艺。
由于当时外贸出口订单多，他只能跟随师傅边干边学，遇到制作上的难题，虚心向师傅求教，多看、
多问、多思、多做，在生产实践中增长才干、提高技能。
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
在学艺中，张心一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尤其对金银细工制作的抬压、錾刻等关键技艺，更是下工夫
刻苦磨练，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能熟练操作才放手。
金银细工所使用的工具都是由自己动手制作的。
由于白天生产任务}亡，他就利用下班和工休日，依照师傅的指点，从工具设计、锻打钻孔到锉削淬火
、组装成型，学会制作了捶揲、抬压、錾刻、镶嵌等各类工具。
他还主动给自己加压，为掌握更多技艺，向师傅讨教学会了泥塑、开模等专业技术，并进入业余美术
学校学习雕塑和美术设计，以丰富和增进自己的艺术素养和专业知识。
张心一这一持之以恒、勤奋好学的习惯，一直伴随他以后的岁月，受益良多。
    张心一刻苦学艺，使两位师傅深受感动，为使他得到更好成长、经受更多锻炼，两位师傅有意识地
让张心一参与《龙华塔》《圣母玛利亚号船模》《大盘龙》等大型摆件的设计和制作。
    镀金铜摆件《龙华塔》高80厘米，七层八角，塔内呈方形。
作品生动展现了被誉为沪上“宝塔之冠”龙华塔的优美造型、雄奇姿态和玲珑剔透的风貌。
在创作中，为突出龙华塔楼阁式立柱重金的江南建筑艺术特色，师傅带着张心一来到龙华塔现场体验
生活，登上龙华塔，了解塔的历史和建筑结构。
在制作中，师傅从木模放样到框架焊接，从部件分解到整体组装，不仅进行了详细讲解，而且手把手
示范。
这一切张心一都看在眼里，铭记在心。
尤其对师傅提出的框架焊接的关键技术更是慎之又}真，他深知如果不精确焊接，将直接影响龙华塔外
形美观，因此每次焊接后都及时进行检测，使框架焊接四平八稳、方方正正。
《龙华塔》的塔顶、塔身及平台被分解的部件达400多件，面对量多、加工复杂的工作状况，张心一积
极配合，并按照师傅提出的要求，对各部件不同规格和工艺标准，做到一丝不苟，精确加工。
他采用捶揲打制的屋面戟背线，用特制的瓦楞錾刻刀具刻制的琉璃瓦，使塔顶显得精致、挺括。
用扳金和镂空技艺制作门框、门楣、立柱和囤栏使其显得灵巧、流畅、透亮。
用抽槽式工艺镶嵌腰檐下的100多件斗拱，有板有眼、不露一丝痕迹。
配之平台底座上錾刻的佛教图案工整、简洁、匀称，加重了龙华塔深厚的历史底蕴。
30年过去了，如今的《龙华塔》依然完好如初，金光闪闪，微风吹过，悬挂在屋面飞檐下的56只金色
铜铃仍然发出清脆I兑耳的响铃声。
    白银摆件《圣母玛利亚号船模》是以500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所驾之船为蓝本而创作的。
在金银细工摆件中，船模制作技术难度较大，制作者必须掌握抬压、扳金、錾刻、花丝、镂空、焊接
等多种技艺，这对张心一既是一次挑战，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挑战和考验面前，他没有退却，从制作木模船体，到放样制版，从船体分解到扳金成型，从灌胶錾
刻到整形焊接，在师傅的帮助和指导下，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在制作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银质材料延展性强的特点，按照船体木模实样，运用扳金和灌胶錾刻技
术打制船头、船身、船尾，讲究比例结构准确，讲究互相衔接到位，以保持船模外形的简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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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抬压和花丝制成的铁锚、铁链、梯子、船舵精细逼真，均可灵活转动收放。
耸立在船体桅杆上的缤纷彩旗和扬起的风帆，用抬压、錾刻和点金、砂金技术打造，更给整体船模增
添了层次感和生动感。
    镀金摆件《大盘龙》是师徒合作的又一件艺术佳作。
在制作中，师傅不仅详细讲解了中国传统龙的结构特征，而且对全过程操作工序做了一一分解，从泥
塑、翻模、制壳、修正、成型、压制、焊接、灌胶、精雕、脱胶、总装、镀金、镀铑的每一道工序，
进行面对面辅导，尤其对龙头、龙尾、龙体的抬压、焊接，龙体鳞片的錾刻，龙爪、龙须、龙角的制
壳成型等一些关键工序更是给予重点指导。
制作而成的《大盘龙》，造型雄浑古朴，形态自然生动。
龙头昂首口吐银色水浪和滚球，龙体盘旋流畅，充满活力，龙头龙尾遥相呼应，龙爪刚健有力，展现
出气势威武、勇猛无比的艺术形象，经镀金、镀铑工艺的表面处理，使整件作品黄白相问、交相辉映
。
2004年，镀金摆件《大盘龙》谈评定为上海市工艺美术精品，由上海市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
    师傅的传教和点拨，使张心一受益匪浅。
他们在共同的创作实践中，切磋技艺，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勤奋刻苦的张心一在3年学艺生涯中脱颖而出，显露了他的潜能和才华。
1978年，也就是满师的当年，他被推荐为上海市金属一厂大件组生产组长。
担任生产组长后，他以身作则、积极进取、兢兢业业，年年被砰为厂先进生产者，1984年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金银细工产品出口外贸订单剧增，而大件组仍采用传统的“一手落”生产方
式，产量上不去，脱期交货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企业的信誉。
张心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
在厂部的支持下，他着力推行流水线生产操作，并在组内实行全组承包_组员分包的改革。
刚开始并不顺利，遭到组内一部分组员的异议。
但他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应该冲锋在前。
他一方面过细地做好组员的思想工作，宣传流水线生产操作和承包改革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针对试
行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深入实际、认真调查，找出问题关键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张心一的带领和影响下，流水线生产操作和承包改革终于在组内实施，激发了全体组员的积极性，
不仅使金银细工的生产效率直线上升，而且产品质量显著提高，损耗明显下降，原材料周转加速，获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信誉。
1988年全组完成出口加工量是未实施流水线生产操作和承包改革前的1()倍。
由于张心一的出色工作业绩，他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二轻系统“新长征突击手”和“十大青年明星”。
    年轻的生产组长张心一不仅组织生产出色，而且在组内开展金银细工艺术创作也同样出彩。
随着岁月的流逝，曾带教张心一的陶良宝、边炳森两位师傅因年事已高先后退休，曾和张心一同窗学
艺的4位同学，在改革浪潮中也先后跳槽离开了大件组，留给张心一的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他没有气馁，而是信心百倍地带领组内一班青年人继续奋战在第一线。
为把金银细工艺术创作搞上去，他通过积极引导、精心组织，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创作热情和聪明才智
，依靠全组共同努力和齐心合作，先后完成了金银细工大型摆件《驰骋》《珍珠鳞》《龙的传人》《
百花奖杯》等重点作品创作，在全国工艺品“百花奖”评比中为企业赢得了荣誉。
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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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金银细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设计、制作要有持之以恒、不畏艰难的决心，要有创意、创新的意
识，要有不断攀登、勇于突破的魄力，要有一心一意追求卓越的精神。
张心一大师是上海市工艺美术界一位年轻的“老大师”了，自1993年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至今已
有18个年头。
    张心一，1958年2月出身于上海一个中医世家，儿时对家里收藏的古玩字画情有独钟。
父亲没有阻止儿子对艺术的尝试，他一拿起画笔便无法放下，整日在纸上、墙上、家具甚至地上涂写
着他的灵感。
1 972年为恢复工艺美术生产，一些企业办起了工业中学，刚进入上海普通中学两个月的心一由于具有
美术基础，被上海市金属一厂工业中学选入，从此开始了他近40年的艺术生涯。
    1975年，心一进入金属一厂开始学徒生活，在他刻苦、聪颖的感动下，师傅将积累了多年的制作绝
活相传。
在选派赴爱尔兰的学习中他颇受启发，半年啃下了四年的课程。
回国后，他将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融入到自己的设计制作中。
对熔塑、翻模、制壳、修正、成型、压制、焊接、灌胶、精雕、脱胶、镀金等工序，精益求精。
设计制作的精品《盛世观音》，总高度88厘米，耗用黄金达5000余克，并兼容了各类奇珍异宝，如象
牙、翡翠、珍珠、钻石、红宝石等数干余粒，黄金与象牙相结合，交相辉映，是一尊永世流传的艺术
珍品。
    随着“老凤祥”声名的远扬，香港的一些首饰业纷纷看中了当年和心一同入师门的几位师兄，他们
有的远走他乡、有的转行，可心一仍坚守在上海金银细工领域。
多年来，从画稿、工艺结构、小样试制、修正完善，他不厌其烦、耐心传教。
他带出的5名高徒也有了弟子，加在一起虽不足10人，但心一有信心和耐心期盼着这些后辈们传承上海
的金银细工。
    “老凤祥”已有163年的历史，人才辈出，张心一是一位佼佼者。
我和心一结识已有20多年，他为人朴实、待人谦和。
近年来张心一大师工作越来越繁忙，兼职颇多，但无论是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副总工艺师、上海市工
艺美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上海市工艺美术学会会长，他都尽心尽力，认真踏
实地工作。
    张心一艺术专辑的出版，是对保护、传承、发展上海金银细工技艺的记载，也是对其近40年艺术生
涯的总结。
回顾过去，令人敬仰；立足当前，脚踏实地：展望未来，工艺美术的奇葩必定竞相开放。
我由衷希望心一大师在金银细工专业上，要抓创作、创新和创意；要出作品、出精品、出力作，再攀
艺术高峰：要整合资源，合理配置时间，让金银细工技艺与时俱进。
    人生有限，艺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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