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3位ISBN编号：9787534441974

10位ISBN编号：7534441978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江苏美术出版社

作者：单存德　著，濮安国　主编

页数：1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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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是利用各种木料雕成各种形象的艺术品。
我国木雕工艺，大多用于建筑或家具装饰，著名产地有。
浙江东阳木雕，福建福州龙眼木雕，浙江温州、上海和福建等地的黄杨木雕，北京、江苏苏州的红木
雕，南京仿古木雕和山东曲阜楷木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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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有凑巧，听说无锡崖官牌楼有几家做红木的作坊需要帮手，正在物色人选，母亲于是找到在外交游
甚广的同村人丁仁全，拜托他介绍陆涵生到三万昌红木店当学徒。
15岁，在现在看来还是个少年，顶多也就是一个初中学生，但在那个年代，小涵生已经懂得母亲维持
家庭生活的艰辛，俨然像个大人了。
在去崖官牌楼的当天，母亲为他准备好被褥铺盖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直把他送到店里。
临别时千叮咛万嘱咐，叮嘱他做事要勤快，早上要早起，不能贪睡，要听师傅的话⋯⋯似乎要将自己
大半生的人生经验全部传授给他。
小涵生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襟，两眼满含热泪，只知道一个劲地点头。
    崖官牌楼是位于无锡市郊区的一个小镇，离陆涵生的老家下圻村大概有六七里地，这里依街临河、
风光旖旎，历史古迹犹存。
紧密相连的民居、斑驳陆离的黛瓦白墙和花岗条石铺就的古老街巷，仿佛向人们昭示着其悠长的人间
沧桑和人文内涵。
由于镇上离无锡市区较近，城里的有钱人时不时要到这里来逛逛，因此也颇有一些市面。
镇上共开有四五家做红木小件的作坊，店多成市，所以有一点生意。
三万昌红木店，说是一个前店后作坊，其实面积也不大，三开间的门面，进深也只有五六米的样子，
在店堂的后面放置着四五张作凳，四五个师傅就在这里做些城里有钱的女人们用来放首饰的红木盒子
和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用来放古玩玉器之类的各种红木座子，以及针线板、图章盒、红木筷等小商品
。
年少的陆涵生老实巴交，初来乍到，自然就做些扫地、生炉子、烧水、上门板、卸门板等杂活。
若有空闲，他就帮助师傅们锯锯木料、锉锉座子等下手活，晚上就打个地铺睡在店堂里，一来有了一
个住处，二来也兼看店面。
睡在店堂里，春天和秋天还能过得去，夏天和冬天就难熬了。
夏天的江南小镇嗡嗡的蚊虫成群，叮咬着陆涵生稚嫩的肌肤，使他久久难以入眠；冬天凛冽刺骨的寒
风透过一块块塞板(即长条形的店面门板)的缝隙呜呜地吹进来，不时使睡在地铺上只盖着一层薄薄棉
絮的陆涵生瑟瑟发抖。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为陆涵生以后的人生埋下了挥之不去的病根。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两年过去了，陆涵生虽生性灵巧，但由于动手干活的时间和机会实在太少，因此
也没有学到什么手艺。
就在他愁肠百结的时候，也说不清什么原因，三万昌的店主不再做下去了，因此店堂也暂时关了门。
陆涵生生计无着，怏怏地回到家乡。
母亲看着依然面黄肌瘦的孩子欲哭无泪，想想一贫如洗的家境，还是执意继续让他去当学徒，于是又
委托丁仁全再找活计。
1922年初___陆涵生又来到崖官牌楼的另一家红木小件作坊朱荣记当学徒。
    朱荣记红木小件作坊比起三万昌红木店似乎规模要大一些，虽说只做红木小件，但生产的几、座、
盒、盘、灯、屏、架、笼等品种繁多，漆工、木工、雕刻、图纸没汁，各工种样样齐全。
这为陆涵生全面接触和熟悉各生产品种制作技艺要领与诀窍，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学习课堂。
朱荣记的老板是当时做红木的同行中出了名的“木老虎”，对人凶巴巴的，对待学徒更是凶狠毒辣。
他看着陆涵生长得精瘦精瘦的，腿脚也灵活，没有多作考虑，就吩咐他去当漆工学徒。
漆工是红木制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好比给做好的红木制品穿一件衣裳，“佛要金装，人要衣裳”，其
重要性自不必说。
红木制品的髹漆工艺历来都使用生漆。
生漆，是一种植物漆，漆树生长八九年以后才能割漆。
一般单株平均产量仅75克至125克，每个漆农一天只能割漆750克至1000克，素有“百里千刀一斤漆”
之说。
生漆涂在器物的表层能够形成一层漆膜，漆膜坚硬，耐热性高，密封性好且色泽柔和、沉着，所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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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但是“准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漆工是个体力活，又脏又累，而且技艺要求也非常高。
红木做生漆大致需要16道大的工序：一是打生坯，需要打透、打熟，但花板锋头不能打塌；二是刮面
漆(用生漆和石膏粉搅拌成腻子)，要刮到刮足，木材所有的瑕疵和木工遗留的不足都要一一补好，直
至无木纹孔为止；三是水磨；四是磨砂皮，磨透、磨熟；五是做颜色，一般以红木色与木材本色为主
，使器物的表面颜色均匀，没有色差；六是上头胶漆，揩到、揩足，堂子角均要出清；七是缕砂皮面
漆，同样要面面俱到；八是缕砂皮，要缕匀、缕熟；九是着色、补色；十是再做颜色；十一是揩漆；
十二是推砂叶面漆，面漆要生，刮得干净；十三还要推砂叶；十四、十五、十六道工序均为揩漆。
由于生漆一定要在具有较高温湿度的条件下才能迅速干燥，相当于江南地区黄梅季节的气候，因此平
时一定要在窨房(模拟江南地区黄梅季节的温湿度环境)中加速它的干燥，不然就无法操作下一道工序
，如此，冬天还需要七八个小时才能风干。
    年少的陆涵生自打干上漆工后整天就是磨啊磨的，两只手磨起了血泡也不能停顿。
时问长了，他略显稚嫩的双手掌纹和指甲问都布满了黑黝黝的生漆，仿佛已经渗透到皮肤里面去了，
冬天两只手更是毛糙得像搓板。
劳累不说，有时一不小心遇到“漆咬”(生漆过敏，行话叫“漆咬”)，手肿得像馒头似的，脸上也青
一块紫一块的，还得强忍着继续干活。
由于干漆工的常年与生漆打交道，身上穿的衣服到处粘着黑黑的漆渣，硬硬的，像个小叫花子似的，
因此有“红木叫花子”之说。
陆涵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照样要生炉子、下塞板、干杂活，师傅上班了就一起干活，稍不留神，便
会招来一顿毒打。
晚上睡觉，两张桌凳一拼，上面睡着老师傅，下面泥地上铺条席子就是他的床位。
生活是那样的艰辛，但是年幼的陆涵生始终咬紧牙关，毫不动摇地钻研技艺，即使饭后的片刻休息时
间也不放过，总要到师傅们的案台上仔细揣摩他们的作品，还时常把各种图案描摹下来，日积月累，
他自然逐渐掌握了制作红木雕刻小件的一些技巧。
    以前红木行业有个惯例，凡学徒总是先学漆工，再从漆工中选拔干木工或～雕刻的。
陆涵生熬着干了整整一年多的漆工，由于勤学苦干、潜心学艺，老板虽然凶狠，但陆涵生的勤快和悟
性平时都看在眼里，于是就挑选他改学红木小件雕刻和设汁。
也是苍天有眼，这可是陆涵生梦寐以求也难以得到的机会，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一
门手艺，一来能自食其力，二来可报答母亲的含辛茹苦。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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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我来执笔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陆涵生》(木雕)卷是2007年春季的一天，在参加苏州市民族民间文
化保护办公室召开的“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会”上，与专家评委濮安国教授邂逅。
    濮安国教授是我的老师。
那还是我从插队落户的农村刚抽调回城不久的1972年，我被所在的工作单位推荐参加苏州市工艺美术
工业局举办的“工艺技艺培训班”，濮老师给我们上“艺术概论”课。
濮老师那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和清明的文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培训班结束后，我到上海市玉雕厂学习培训了近两年，于1975年底回到苏州的时候，未料到在苏州市
红木雕刻厂遇见了濮老师，这时濮老师担任设计室主任，是厂里屈指可数的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
而我则是一名雕刻车间的工人。
就这样我们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让我有机会时常得到濮老师的指点和教诲。
之后，濮老师调离苏州市红木雕刻厂，我也去市委组织部委托院校举办的“干部专修科”大专班学习
了3年，回厂后担任了厂里的领导。
由于各自工作繁忙，彼此很少见面。
2004年，企业改制后，我被聘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工作，又未料到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评审
会上能够经常与濮老师相遇，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濮老师告诉我，江苏美术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专集丛书，首批50卷，苏州市有3卷
，雕刻大师陆涵生卷希望由我担当起来。
这几年，我虽然也写过一批工艺美术作品的鉴赏文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研究文章，但要写这样
至少几万字的专著，心里还是直发怵。
要不是濮老师对我的了解和他亲自担任分卷主编，这样的写作任务无论如何也落不到我的头上。
再想，我曾长期在苏州市红木雕刻厂工作，对陆涵生大师、大师的同事和学生都熟悉，便于采访和沟
通；我自己本身当学徒时学的是雕刻，对红木雕刻的特点和创作有切身的体会；在市行业协会工作的
这几年，又使我更深入地对工艺美术的各门类有了一定的研究，且兼有写作方面的优势，写作陆涵生
大师评传虽有困难，但这困难我想还是可以攻克的。
一年多来终于完成了看来并不是很满意的文稿，但总算是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工艺美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瑰宝，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有着极其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工艺美术资源。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谈到什么是文化时说过：文化就是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
全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认为：过去，手艺就是生活，“手艺在其实用性之外还有诉诸精神方面的
作用，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人通过制作来愉悦感情、满足审美的想象和精神上的追求，甚至是在直接的
意义上手艺的制成品成了极具文化内涵的艺术品⋯⋯手艺人把他对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认识和个人
的情感全部倾注到他的艺术创作之中。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支撑，才有了苏州手艺的世代相传，才有了如此鲜活生动的、充分人格化了的作
品⋯⋯对于人类学来讲，这些东西是尤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珍丛书苏州卷，《手艺苏
州》，2004年3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我国的传统手工艺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创新，在今天的环境下也远未得到解决。
因为传统工艺美术的产品、样式、质料、风格等，都已成为一种定势，有的已作为一种传统规范而呈
封闭状态，也有的产品在形式、风格、趣味等方面已不能适应当代人的生活需求。
传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时也为当代生活服务，所以说，工艺美术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任重而道远
，这都需要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自2004年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评审以来，原工艺美术的一大批传统技艺纷纷登
堂入室，苏州市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24个项目(包括扩展项目)中，工艺美术作为“民间美术”和
“传统技艺”项目列入的就有13项之多。
2006年，国家恢复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申报评审，江苏省人民政府恢复了“省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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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审；2008年，苏州市人民政府首开“市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先河。
不仅如此，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师的颁证大会上，各级主要领导都亲自到会颁证并作重要讲话，
这是史无前例的。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
兴。
    编写、出版工艺美术大师评传和传统手工技艺能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是一件破天荒
的事情，连我等在工艺美术行业内工作了几十年的人都闻所未闻，这充分说明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使
民族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一样进入了“大雅之堂”。
工艺美术大师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应该载入史册。
在本世纪以前评定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名单里，他们绝大部分都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大都年事已
高，有的已经作古，如不抓紧时间整理他们生平的资料，恐怕若干年后更难。
陆涵生大师逝世已经10多年了，以往有关他的记述和作品资料甚少。
深感欣慰的是：在本世纪初犹如秋风扫落叶般的大规模企业改制的时候，苏州的有识之土们，为了使
新中国成立以来凝聚了几代工艺人心血结晶的众多工艺美术精品、珍品不致在这场变革中流失，将分
散在各企业的一代大师及老艺人创作的优秀作品集中起来，建立了苏州市工艺美术博物馆。
现苏州市工艺美术博物馆内就收藏和保存着陆涵生大师一生近10件孤品、绝品。
见物如见人，当站在大师的这些作品面前时，真犹如在和大师对话。
透过这些作品，我细细体味着大师的艺术和创造，也仿佛窥见了大师坎坷且多彩的手艺人生。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州市红木雕刻厂编撰了《苏州市红木雕刻厂志》，从中找到有关陆涵生大师的
些许资料和线索；《姑苏工艺美术》杂志(试刊)陆湘森撰写的《妙在脱胎换骨——浅谈工艺美术家、
木雕老艺人陆涵生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一文，也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引子；高峰硕士等为本书拍摄了
作品照片和工艺制作照片。
为了找到更贴切的第一手材料，我走访了华祥炳、堵杏生、张良正、周祖兴等原厂领导，以及陆涵生
的学生顾惠芬女士、徐文达先生、陈廉先生和陆涵生的女儿陆珍妹等，他们都为本书的成稿提供了许
多弥足珍贵的宝贵资料和照片，对他们的真诚帮助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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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抢救大师们的技艺、绝活，并使他们的经验得到更好地传承和推广，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
术出版社组织并联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等编辑出版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系列图书50本，介绍各行业内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50位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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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庭)》(单存德编写)是其中一册。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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