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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中国套料雕刻

艺术传人

□ 刘培国

张维用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琉璃
套料雕刻艺术，其造诣在业界几无比肩，可以用现代
琉璃雕刻的“无冕之王”来概括。他是一位对艺术孜
孜以求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除了琉璃雕刻，就是对
古代玻璃的钩沉钻研，堪称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资
深专家，建树丰厚，他的许多研究观点被学术界广泛
采纳。他又是一位不肯“圆滑”，不肯向世俗妥协的
人，总是怀抱做人的本真，这是他之所以在琉璃雕刻
艺术上专心致志的秉性所在，这更是后起之秀刘涛
钦佩于他的根本所在。张维用先生从不趋炎附势，
亦不保守，对人总是坦诚以待。自从与刘涛结识，总
是不吝赏识，不吝赐教，因材施艺的概念就是张维用
先生在大通公司为刘涛他们讲课的时候传授给刘涛
的，包括不为金钱诱惑，重品质而轻数量，不要重复
古人，更不要重复自己，都是张维用先生给予刘涛的
教益，这些都成为刘涛艺术遵循的尺度。

从那开始，刘涛在大通公司创作的作品，成为最
好卖的畅销货，一做完就出手，一挑就被挑中。据
说，最终大通公司一件刘涛的作品也没留下，全部
售罄。

当刘涛短暂回眸自己艺术经历的时候，不能不
把目光投向狂翻小人书的儿童时代，为此，他专门做
了两件鸡油黄《西游记》题材作品，一件是《大闹天
宫》，一件是《三打白骨精》，算是对童年梦想的一种
慰藉和认可。毕竟在弥足珍贵的青年时代，梦想与
现实始终相向而行。

不知不觉中，刘涛的作品也在实现着新的突破。
他创作的《大禹治水》，有40多个人物出场，场面宏
大，故事壮观，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五
从2000年7月刘涛到大通公司，转眼就是8年。
8年的历练，早已把套料雕刻的艺术精髓深植

于其内心，甚至每一个脑细胞、每一块肌肉记忆，尽
管没有一件作品以刘涛个人的名义行世。2008年，
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国内收藏市场受到波及，环境迅
速恶化。大通公司的雕刻人员被迫解散。

在大通公司从业后期，刘涛的名字在收藏界暗
里传播，不时有商人出大价钱请他干私活，挖大通公
司墙脚，都被刘涛一一拒绝。刘涛的信念是，是大通
公司、张总把自己从一个无知少年培养出来，自己若
是走了，大通公司就没有了设计者，没有了为雕工们
画稿子的人，就等于撂了挑子。只要在大通公司一
天，就坚守一天，不为更多金钱利益所惑。有艺先要
有德，这是为人处世的本分。

设计是整个套料创作的开始，也是最关键的一
步，不断给刻工们画设计稿，也是不断提高自己创作
能力的过程。设计得多，干得多，是一种宝贵的综合
训练，自己创作的时候才如有神助。刘涛不断丰富起
来的好多表现方式，都是那个时期积累的结果。每每
念及，刘涛非常感慨，也非常感谢张敏的推动。虽然
在大通公司只拿固定工资，也不算太高，但是有足够
时间、机会发展才艺，这是一笔比金钱更大的财富。

手工艺术的残酷在于，往往为眼前利益所惑，都
想贪图快捷，挣些快钱，孰不知干死了手，再想改变
很难。幸运的就是，刘涛没有跑偏。的确，要想成为
一个名家，不能用物质衡量自己的艺术，那样会消解
创作激情。做一件作品不要先考虑能挣多少钱，物
质要看得淡一点。确实，刘涛内心存在补贴家用的
心情，这是实话。

六
大通公司解散，适逢博山区在炉神庙区域建设

琉璃园文化中心，刘涛入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寒
碜到只有一个很旧的博古架。园区主任说，你的作
品这么好，博古架趁早扔掉，我给找个新的。刘涛说
不用，能使就好。就是这个状态开门的。接下来三
个月没有开张，其间刘涛制作完成一件千手观音茶
色琉璃盘，在雕刻上下足了功夫。

过去木轮打磨地子，费工费时，现在用砂棒纯手
工打磨。按照玉石的抛光方式，抛光有好多种，木
轮、胶坨，这些方法琉璃都可以使用，目的就是怎么
样更温润。最后，刘涛总结出使用油石棒（一种灰绿
色极细腻砂石棒）打磨。纯手工持油石棒一点点搓，
时间慢些，费力，但抛出来效果最好。刘涛的要求就
是作品出来达到最好。朦胧的亚光，非常到位。

立体浮雕也在改进。过去使用木轮时，很狭窄
的位置进不去，但是新的工具都行。有人问刘涛，故
宫的藏品能不能仿？能仿。都是老工艺，包括老工
具。老家什刘涛都有，工艺都会。故宫的藏品，只有
老工具能够表达，现代工具上手就细，没有粗粝感
觉，古风表达不出来。

刘涛镂雕作品

刘涛、文朝华合作作品《金玉满堂》

（中）

2008年12月，刘涛带着得意之作千手观音茶色
琉璃盘，去参加杭州市第二届“阳光工艺大舞台”工
艺美术作品展。作品地子处理得太过细腻，被评委
说成是电脑刻的，只有电脑能做到这样，不是手作。
结果被排斥在所有奖项之外，刘涛非常沮丧。明明
是自己手工刻的，怎么成了机制？与王孝诚老师沟
通，猜测外界可能出现了类似的机器制造产品，给
评委造成了错觉，索性直接毙掉，免得评委自己掉
进坑里。

第四个月上，北京的一位朋友，要装修新房搬
新居，需要添加一件可心的陶瓷或琉璃艺术品，去
大观园看了一遍，没相中一件，就走到琉璃园。走
到刘涛工作室，一眼看见那个盘，这个好啊，浅浮雕
茶色琉璃盘，背光时犹如佛光烁烁，没有还价，当时
就掏出了26000元买走。这是刘涛的第一桶金，他
很兴奋，他开过最高的月工资不过三四千元。从那
以后，刘涛的名声慢慢在业界传开，收藏家们慢慢
找来，作品从此再也剩不下。生意好到只要有作品
完成就不愁卖。这样的情况下，他多年坚守的原则
底线没有变，不求量，只做精品。

欧洲游学所见，刘涛从根里面感受到民族传统
文化的深厚内涵，更加坚定了走自己传统民族文化
路线的选择。西方的理念、模式都很好，但只能学
习，不能模仿，否则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最终
被他们淹没掉。只有做自己独立风格的作品，才可
以和他们形成对话。

身边的艺术大师更是给了他理念的冲击。
孙即杰老师说，你在创作的时候要想，怎么把这

个颜色用好？传统的方式是以满为美，构图单调，只
是表达一个吉祥的寓意，一眼看到底，没有节奏感，
没有品味，没有更深一层的表达，是不是积极向上？
有没有引起思想共鸣？传统套料雕刻的设色太死板
了，一片荷叶，就大拇指那么大小，清朝就是，民国也
是，今天还是那个老样子。不变能行吗？颜色使用
上更是呆板，说墨绿全是墨绿，说大红就是大红，自
然界的色彩是这样吗？能不能再活泛一些？

套料雕刻行业以外的艺术家看这个专业，有其独
到的眼光和价值。这个声音对刘涛来说具有醍醐灌顶
之效。刘涛的作品开始改变，从创意到内涵，从构图到
色彩，对传统雕刻技法，有传承，有改良，也有颠覆。

七
有些手艺人，作品风格变化不大，重复性强，就是

既不能突破古人，也不能突破自己。需要不断打破
的东西很多，包括利益驱动。沿袭已经很成熟的旧
制，和探索尝试一种新东西，所耗费的时间、精力是
不一样的，甚至相差甚远。刘涛的作品不要求量，但
是必须精品，每一个作品都力求有突破，有创新点。

越是在创新的道路上左右逢源，刘涛越发看重
传统的价值。刘涛已经基本不做罗汉、神仙等传统
题材，偶尔做一尊观音，也是世俗化、人情化、生活
化的，但前人的经验他视若珍宝。刘涛知道，所有
的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接触、不借鉴这
些东西，跳不过去。

艺术家又不能永远生活在象牙之塔。艺术家
的社会性，要求他必须接受社会进步的推动，必须
经历时代潮流的冲刷，让作品在日益提高的审美境
界中接受检验，就是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社会在
急速变化，收藏家、老百姓的眼界在不断开阔，他们
是非常挑剔的，不仅要求你有创作的理念，还要有
艺术形式上的突破。藏友在交流时说，我喜欢刘涛
的作品，是因为每次都能给我新的东西，不重复，总
是不断满足我的好奇，牢牢吸引着我往前走。艺人
如果做这一个顺手，好做，就光做这一个，光做这一
类，没有变化的感觉，也就没有挑战。新的东西能
够不断激起挑战的欲望，这就无形中形成了艺术家
和藏友的良性互动。

八
对套料雕刻的深度思考，让刘涛有了一个新的

诘问，那就是中国玉雕艺术有几千年历史，为什么玉
匠在套料雕刻上创作的作品却难以比肩玉雕之美？

通过清代大金石家赵之谦《勇庐闲诘》对“套
料”的记述，我们知道中国套料雕刻始自清朝康熙
年鼻烟壶，其工艺记述可谓详备：“康熙间套红蓝
壸，今仅存者，俗称三十六天罡，希世珍也。余居京
师近十年，见红者二，蓝者一，其言非虚。有绿黑
白，白者或蓝绿地，或黑地。无红地者。套蓝有红
地，然不多见。更有兼套，曰二采、三采、四采、五采
或重迭套。雕镂皆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
艳照烂如异宝。乾隆以来，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
凿所至，细入豪发，扪之有棱。龙凤盘螭，鱼雁花
草；山川彝鼎。千名百种，渊乎清妙。”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