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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新征程·新民艺”浙江木雕艺术发展研讨会在东阳木雕小镇胡先民艺术馆举行。

中国美院教授、博导，中国美院美术馆副馆长、民艺馆执行馆长连冕主持研讨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杭间作了主题为《“新征程·新民艺”浙江木雕艺术

发展探寻》的主旨演讲。随后，省民协领导、省内院校专家、浙江木雕技艺大师、省民协名家孵化人才、新峰人才分别围绕传统工艺的美学价值、工艺技术与科技、木雕艺术的当代表达三个主题进

行了研讨。整个研讨会历时两个多小时。

记者摘录了其中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老一辈木雕艺人、当代木雕领域大师与新生代木雕人才

共话浙江木雕艺术发展

我把近年来对浙江木雕

发展的一些体会，跟大家

做三个方面的交流。

一是怎么看浙江

木雕在实用和纯艺术

上的转向。近年来，

浙江木雕越来越向艺

术化发展，但是有用

的、功能性强的、作

为建筑装饰的这块不能

丢，这是我们的传统，大

家要更努力去发展去改变中

国的实用性装饰艺术。

二是要用艺术家的心态，用一定的耐力、定

力，在传统木雕艺术里找到最好的技巧、最高的

表现、最好的材料。中国收藏界目前收藏比较单

一，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格局

和气魄，这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培育。各位艺术

家要建立大格局，让纯艺术表现的作品在不同的

家庭收藏，这才是一个行业长治久安、向高水平

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当然，纯艺术表现不一定

是一个专门题材，也不一定要歌功颂德，而是要

着眼于自己的喜欢，根据手上拿到的材料，按照

天赋，用不同的表现技法去做出符合自己性情的

作品，这才是几千年传统木雕艺术发展的正当

之路。

三是从实际来看，浙江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相

对多样，但挣脱传统题材的不多，局限性大。挣

脱传统，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我们从题材、表

现技巧上拓展创新，创新者要有很好的基础，要

在对传统材料、传统技术完全领会的基础上，才

能做出举重若轻有新意的东西。

浙江木雕向艺术化发展
杭间

（中国民协副主席、省民协主席）

美学是关于审美现象的

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自美

学思想产生至今两千余

年来，美学与生活一

直有着很深的渊源。

文化研究者们认为，

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

三个时期：口传文化

时 期 、 印 刷 文 化 时

期和电子文化时期。在

不同的文化时期，审美与

生活由合到分离，最后再次

走向融合。

艺术美学和工艺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工艺

学和美学的基础之上，探讨工艺领域里的美和审

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工艺与人们的衣、食、

住、行息息相关，在这些生活用品中自觉和不自

觉地积淀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以及审

美理想，产生了朦胧的工艺美学思想。我国春

秋末年的《考工记》是世界上最早的工艺学理

论文献之一，它提出的“天有时、地有气、材

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则可作为工艺制作

的基本法则。说到工艺美学的价值，我经过多

年学习，大致概括了以下几点：意境含义深远

或启迪真理的对象具有美学价值；能够表达其

文化或传统的核心价值或观念的对象具有美学

价值；能够服务于人民或政治变革的对象具有

美学价值；能使体验或欣赏的人感到快乐的对

象具有美学价值；能够给人产生精神共鸣的具

有美学价值。

作为年轻的新峰人才艺术家，我们要时刻提

升文化知识，怀有人文情怀，创作精品，用作品

说话。

美学与日常生活的渊源
徐洁

（浙江省民协新峰人才）

此次浙江木雕艺术

展，不光是大家的作

品展，更重要的是

一 次 学 习 的 机

会，从作品中感

悟体会老一代艺

术家们全心投入

艺 术 创 作 的 精

神。正因为一代

一代手艺人的坚

守，才有了今天木雕

作品的百花齐放。作为

当代手艺人，我们应该静下

心来，做好木雕纯艺术和现代实用艺术间的

平衡。

一是认知的提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首诗讲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

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观感也不同。每

个人的认知、看事物的角度都各有不同，只有加

强学习，提高认知，才能把作品做到艺术高度。

二是实践的提高。看万卷书，行万里路。作

为木雕艺术家，不能闭门造车，要多出去走走看

看，只有多走多看多学习，才能有更好的创作动

力。我公众号有个栏目是“跟着木雕去旅行”，

就是我每去过一个地方，回来后就会立即创作一

件作品。只有走出去，看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

文化、不同的风土人情，你才能有更多创新的

动力。

三是知行合一。从实践出发，想到就去做，

而不是停留在想象中，一步一个脚印。

跟着木雕去旅行
黄小明

（省民协副主席、东阳市民协主席）

传统手工艺肯定要和

新科技相结合。据我

了解，现在我们国

家已经引进了相

关设备，如圆雕

就有720度旋转

的机器。有了这

种机器设备，我

们传统的手工艺

人就可以从毛坯、

修光中解放出来。以

前是全程手工制作，现

在有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后，

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批量化生产缩短了时

间。在当下后疫情时代，我看到一则报道，说温

州一个木雕师傅转行做快递小哥，一个月收入2

万块钱，而这是木雕行业不能达到的。所以，我

觉得一定要提升我们传统工艺的技法。

关于今后木雕发展的对策，我做了以下思

考。一是做文创开发，我们义乌年年红公司有一

个和文创相结合的品牌叫谈木集，它把所有的红

木碎料都合理地运用起来，一件作品可以定做，

100件也可以定做。二是国潮风利用，国潮风对

于提高我们国人文化自信非常重要，一外地人在

义乌开了三家古法黄金制作的店，仅有7名员

工，一年产值2000万元，而且这种作坊式企业

一无污染，二没占用很多国家资源，受到政府青

睐。三是结合国家重大活动，如寺庙旅游开发

等。所以，我最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不要对这

个行业失去信心，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去做，把这

个行业做大做强。

不要对木雕行业失去信心
万少君

（浙江省民协名家孵化人才）

雕刻艺术是大众生活审美、精神艺

术的生动呈现。木雕艺术通过选择质朴

的雕刻材质，加入创作者的思考与领

悟，融合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

愿，传递了特殊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审

美。当下，木雕艺术既是物质生产，又

是精神生产；既是经济，又是文化。它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始终以美的形式服

务于人们的生活。

融多元文化，扬时代精神。每个人

都处在社会之中，对于时代都有着切身

的感受。当木雕创作者把这种感受以木

雕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在创作中融入

了时代艺术的进程，这就是创新的本

质。育木雕人才，助行业发展。随着

以木雕、红木家具为主的木文化产业

的快速发展，人才后继乏人和题材缺

乏创意等问题越发突出。广厦大学于

2008年创办了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木

雕设计与制作专业，改变以往师徒口

手相传的培养模式，通过大师引领、

教学引领、文化引领、比赛引领、榜

样引领“五引领”木雕非遗传承人才

培养模式，打造“有文化，出创意，

会设计，能制作”的木雕技艺能手，

为木雕、红木家具行业培养了一大批

木雕设计制作人才。木雕专业经过13

年多探索实践，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

2018年与刚果(布)开展多层次、宽领

域、全方位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开办了

“雕刻艺术与设计国际班”，这也是浙江

省首次在木雕技艺方向开办的国际班。

基 于 人 才 需 求 ，

2020 年在雕刻

艺术设计专

业基础上设

置 职 业 本

科层次工

艺美术专

业，现已

招收两届工

艺美术本科

生 485 人，分

木雕工艺、家具

工艺、艺术品设计三

个方向进行培养。

当前正处于一个新与旧、传统与创

新、科学与艺术碰撞与交融的变革时期。

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使命，一个是传承，

一个是开拓。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木雕

艺术的出路。如何推陈出新，在继承中

创新，将现代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既存

在观念和认识的问题，也有待于探索和

实践。当代木雕艺术既需要符合时代审

美的需求，又要具有多元化的艺术审美。

我们在继承中国木雕艺术传统表达

的同时，要将西方绘画艺术、雕塑艺

术、摄影艺术等有机地融合到木雕创作

中来，大胆地将生活灵感运用在木雕创

作中，为传统木雕注入现代元素，使其

既有现代审美意趣，又不乏东方古典韵

味。木雕创作者需要立足多元文化形

态，注重自身精神世界的丰满，积极探

寻木雕艺术的新传播形态，拓宽木雕艺

术的传播空间。

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创新
张伟孝（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虞金顺（乐清木雕国大师）

作为艺术家，千万别总想着创作到头

了，要专心专注，无论成功与否，都要坚

持创作创新，如果只想着赚钱，做出来的

作品肯定不会太如意。

吴光荣（中国美院教授、博导，浙江省民

协主席团成员）

对艺术家来说，心态还是挺重要

的，要不忘初心，融入这个社会，作品

才更容易引起共鸣。我们昨天去周桂新

工作室参观，发现他总是不停地在思

考，作品一直有变化。所以每个人有好

的精神状态和面貌，就能不时看到新的

东西。

牟湘波（乐清木雕国大师）

工艺与科技，其实跟传承与创新的讨

论是一样的。我从艺35年来，电动工具

用了30年，当时觉得电动工具是很奢侈

的东西，不过很好用。工具在介入时，我

们会担忧传统工艺是否会削弱，是否会流

失。其实没有必要，重要的是使用科技时

如何把握分寸，以达到人工做不到的

效果。

周桂新（浙江省民协名家孵化人才）

突破传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从

事创作，就全身心投入，不断尝试突破新

的技法，促进竹雕跟玉雕、核雕的跨界融

合，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让作

品扎根于传统工艺，同时融入现代美学理

念，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时间只是一

个过程，使命跟思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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