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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中国套料雕刻

艺术传人

□ 刘培国

清代的套料雕刻，沿袭的是中国最古老的玉雕艺术。
从美琉厂成立，刻花组聘请王德行先生为师，就是一位玉
匠。王德行说套料昂贵，早年在京师亦无缘雕刻，但见老
师刻过。在王德行的意识里，套料是一种很珍贵的器物。
既然套料贵重不亚于玉料，套料雕刻为何难以超越玉
雕呢？

刘涛给出了自己的猜测，主观原因不外是用心不专，
用情不深，用技不精。

也许，时代正在酝酿套料雕刻的300年之变。博山套
料雕刻，多年来形成了笔法简练、高度概括、寓意丰富的审
美特点。刘涛紧跟其后，在此基础上有了新摸索和创新，
艺术表达方式更趋丰富，改变了过去能不多一笔就不多一
笔的局限。比如人物裙摆、衣纹褶皱，过去是能两笔换做
一笔就不用两笔，非常简洁，更多写意性。刘涛是传统基
础上尽量把画面往活里做，往有趣上做，画面更有看头。

除了理念的演变，工具的多样化、精细化是一个巨大
的支撑。这在二十年前是没有的。过去只有铁坨，就是
各种自己磨出来的铁棒，各种形状，打上金刚砂进行雕
刻。后来美琉厂出去学习，借鉴来电镀金刚石刀具，也用
上了，头很大，同样粗老笨壮，当时的工具，造就了想做细
也做不到，简练是一种无奈。

上世纪70年代，美琉厂刻花组规模庞大，有句顺口溜
是“水浒一百单八将，个个带腰牌；刻花一百单八将，个个
带小孩”。都是女工，一到上午10点转动轴就拉闸，岗位
上呼啦一下跑净了人，哺乳期妇女跑回家喂小孩。没有
先进工具的情况下，规模解决不了品质问题，也解决不了
效益问题。这也是美琉厂刻花短暂鼎盛以后迅速衰弱的
重要因素。

刘涛是从电视节目里看见玉雕工具的使用时引起了
注意。

2005年秋天，刘涛赴扬州参加工艺美术展会，那里是
玉器生产基地，一定会有卖玉雕工具的，有了这些玉雕工
具，就能表达非常好的想法。果然见到了玉雕工具，恨只
恨口袋里钱少，他把身上带的所有钞票都换成了工具。
现在，刘涛能够使用的玉雕工具不下几百种，几乎达到随
心所欲的程度。什么样的题材都可以用相应的工具来表
现。创作游艺于写实与写意之间，还可以微雕。

九
我问刘涛，如何用简明的语言表述自己的风格？
我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刘涛如是说———
我的创作全部基于我的理解。怎么理解就怎么创作，

而不用以前固有的方式去解决，去重复某种状态。好多人
看我作品时说一看就是你，但每一件又都不一样，这就是
我的风格。这恰恰是艺术的一种生命力。这是我一直走
到现在，最大的一个受益所在。这样走下去，他买第一次
有可能还买第二次、第三次，有新鲜感，不是雷同感，作品才
会被源源不断地收藏，不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临
淄一个朋友能收藏刘涛作品20件，就是因为他来一次，哎！
这个作品也挺好，我想要。他如果有条件一定想买。

这是刘涛涉猎了大量美术作品之后的变化支撑起来
的，包括文化、题材，浮雕技法的演进，包括牙雕、木雕、玉雕
手法的运用。南派玉雕、北派玉雕，代表性大师有谁，风格
怎样，基本上明了。展会上看到一件玉雕作品，不用问就
知道是哪个大师做的，那个作品又是哪个牙雕大师做的。
作品可以形成对话，就是走自己道路的最好方式。自己的
路走得顺，是得益自己喜欢、热爱、学习、付出。所谓付出
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几乎连做梦都在想怎么处理题材和细
节。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是殚精竭虑，昼思夜想。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灵感往往在梦里出现。做一个荷花题材，
白底套绿，怎么布局，怎么俏色，白天想来想去没有结果，
晚上做了一个梦，款款的荷叶，盛开的荷花，不像以往用满
绿色表现，而是把荷花处理成中下部几乎是白色透底，只在
花瓣的顶梢位置保留绿色，自上而下由绿变白自然过渡，赶
紧开灯起床，找笔记下来。做成以后的荷花在光线作用下
果然是含蓄隽永飘飘欲仙的感觉，与荷叶的大面积色块做
了区分对比，把琉璃自身具备的韵味发挥到极致。

用同一层颜色通过雕刻出不同厚度而出现不止一层
的效果，这是刘涛的一个最大发现，形成了刘涛作品的最
大特点。颜色是光的反射和吸收，没有光就没有颜色。
换言之，光是最无形又是最神奇的大手，忽略了光的作
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刘涛的创作，就是让光线参与进
来，一起丰富艺术创作。借鉴光线的介入，立即出现了类
似中国画的“墨分五色”。

这也是刘涛的一次冒险。
前人认为，把套料刻成这样是一个失败，方言叫花淡

（贬义词，花哨、混乱的意思），始终持否定态度。比如套
红，必须保持相当的饱和度，弱化10%都被视为瑕疵，而
必须保持足够饱和度，在刘涛看来就是呆板，他的处理可
以使用20%、30%直到90%的不同色阶，大大提升了套料
的表现力。其中还意外出现了更多颜色，比如白套红，当
一片红叶饱和度减至10%甚至5%的时候，在白色的映衬
下，红色出现了黄或橘黄的色调。白套蓝，蓝色饱和度减
至10%甚至5%的时候，在白色的映衬下，蓝色出现了绿

（下）

或嫩绿的色调。无形中增加了套料的色系。这就是绘画
中的浓淡过渡，是偶然所得，更是天赐。这恰恰成为刘涛
的独到之处。当旧意识里的瑕疵被充分放大，反而诞生
出一种新的技法。用此法雕刻的牡丹，全然摒弃了传统
雕刻的僵化，代之以极富立体感、生命质感的鲜花，仿佛
可触、可嗅、可置于掌中把玩。

刘涛一路坚持下来，奇迹般得到市场持续认可。
如果说，那个夜梦所得暗示催生了颜色深浅过渡的荷

花花瓣，而之后的所有荷花系列则主动、充分应用“墨分五
色”手法，使琉璃雕刻的表现力极大丰富。荷花色彩更和
谐，线条更流畅，形象更生动。叶子的反转自然而不繁琐，
荷杆简洁而不单调，对比呼应的现代美学元素跃然其中，
完全摒弃了原来的荷叶不具写实性，是点缀，仅仅作为象
征性符号存在的状况。牡丹也是。刘涛的牡丹充盈而硕
大，硕大中不乏对比和过渡，活色生香。

刘涛还突发奇想，与内画大师文朝华联袂合作，推出
套料雕刻内画壶，把两个产生于中国本土、几百年来一直
沿着各自道路发展的艺术样式融合在一起，是一次前无
古人的艺术创新。

十
形式上的创新完成以后，刘涛开始为作品注入思想。
茶套白长颈溜肩瓶，雕刻了几个放假后背着书包奔

跑的小孩。他们把手里的试卷叠成了纸飞机，一边追逐
一边放飞，整个画面动感十足，形象生动，一派轻松活泼
的样貌。两种颜色都是不饱和色，搭配极其和谐又不失
鲜活生动。放假了，什么都不重要了，狂奔吧！享受快乐
的假期生活！教育“双减”的含义、放飞梦想的内涵都在
里面。

同样色彩搭配的一只瓶子，雕刻了北方雪乡风景。
覆盖着积雪的老屋、恬静的庭院、挂在墙上的玉米串、静
止的石碾、鼓鼓的粮仓、盘卧一角的狗，是一幅年丰物阜
的美好景象。

还有一只白底套绿瓶，也是现代题材。一群小孩在
大街上滚着铁环追逐，家狗混杂其间一同奔跑嬉戏，一个
小孩像是考试没考好的的样子，被另一个同学奚落而蛮
不高兴，揪着同学的衣服不撒手。画面人物奔向一个方
向，其中两个同学的纠缠又适度打破了画面的动力平衡，
景象谐趣横生好不欢快。

2015年，刘涛晋升中国玻璃（琉璃）大师的时候，设计创
作了一个江南水乡题材，绿色套白，水道、小桥、屋舍、舟楫
相映成趣，也是一件当代题材作品，深受关东海教授喜爱。

这些现代题材作品，被学者解读为作者内心充满阳
光，对生活充满热爱，高度自信。自己的生活经历，所思
所想能够在创作中表达出来，是一种幸福。不是这个作
品好卖就去多做。认不认可这种尝试仍然要大胆去做。
不要考虑市场接不接受。这是刘涛的笃定信念。

每一年，刘涛都会外出评奖，几乎所有的全国大赛都
去过，北京最多，上海、广州、杭州、扬州、西安也去过多次，
得奖无数，金奖就有2012“博山杯”中国陶瓷琉璃艺术大奖
赛金奖、2012中国轻工业名品博览会、2013中国青岛工艺
美术博览会创新设计大赛金奖、2013山东省工艺美术精品

“宜景宜人杯”金奖、2013“国信·百花杯”第十四届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作品金奖、2014“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
金奖、2017“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银奖、铜奖
无数。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奖项，而是交流。每到一个展
会，他都在转摊位，有的摊位上一蹲半天，有什么好东西仔
细端详学习，任何艺术都没有止境，表现方式千差万别，总
有一样值得自己借鉴，需要不断去学习和发现。

自己坚守的艺术原则与市场的本质需求不谋而合，
是刘涛的幸运，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不是自己刻意得来，
憔悴过，付出过，收获自来。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刘涛
作品反而卖得最好，大家没得卖的时候他的作品却受到
空前认可，还在于葆有收藏价值，永不过时。

艺术需要代代传承，也需要代代推陈出新。在艺术
发展中，让更有价值的东西沉淀下来，被人们记住，这就
是艺人的担当和使命。如今，刘涛弥补了套料雕刻未能
列入保护项目的遗憾，套料雕刻成功列入市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这项古老的技艺得以代代传承下去。

尾声
任何作品，其工艺性、艺术性再高，如果没有思想性，

是没有灵魂的。旧时代的套料雕刻沿袭的是老旧社会的
认识水平、审美趣味。而置身新时代，必须有新理念、新
思想、新文化的加入，才能让作品成为思想性、艺术性俱
佳的优秀作品。刘涛作品的可贵之处，就是格调清新，一
扫旧习，赋予了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创造出过去没有过
的、崭新的套料雕刻艺术语言，造就了积极进取、昂扬向
上、朝气蓬勃的艺术样式，与旧时代作品划开了一道清晰
的界限。

在中国，古老的琉璃是以美玉的替代品问世的，一晃
之间，三千年过去了。如今，玉器雕刻语言完成了向琉璃
雕刻语言的完美转换，琉璃造型美学再次回到了逻辑原
点，刘涛的琉璃雕刻将从这个原点出发，用自己的生命，
去构建崭新的审美走向与价值……

刘涛作品《丝绸之路》

刘涛作品《三打白骨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