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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造像工艺品浅识
黄峰

摘要：公共空间庞大数量的雕塑，构成了直观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人们的思维

方式。中国传统造像，是集多方人力、物力、心力的综合作品。传统造像工艺

品全面进入了市场，需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中构建新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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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到西方学院派雕塑教学体系教育的学生

而言，创作中国传统题材的造像（雕塑、雕刻）工

艺品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对传统造像有所理

解，其中包括：题材、设计思路、制作方法和受众

面的审美需求，期望对这些现象的探讨能够引发大

家理解和继承传统，适应市场新的需求。

一、西方造像工艺品

相比欧美国家，中国当代的公共场所里，人物

塑像非常少见。但是，中国引进西方美术学院的雕

塑教学课程以后，培养了大批现代雕塑造型人才，

教学大纲的主要内容是人体写生。

写生，是掌握西方造像技能的主要手段。文艺

复兴时期，画师和学徒的训练课程肯定会有对着实

物和石膏像雕塑写生（绘画和雕塑）的内容，当然

学徒还必须学习和模仿画师的造型风格，为完成客

户定制的圣像做好准备；大航海时代，欧洲强国寻

找新大陆，采集了全世界的动植物以及人种标本，

绘制和塑造了大量的写生作品，这些资料现在仍然

丰富着漫画、电影产业的创作资料库。对西方雕塑

家而言，雕塑史载录了一个肉身人体在历史各个阶

段不断成长的足迹，它扮演从神到人，从男到女，

从贵到贱，从蛮荒到理性种种角色，而实际上仅仅

需要一个人体道具，换句话说，掌握了人体写生的

雕塑技能就取得了入行的资格证明。

雕塑写生，是对客观的空间形态做主观的记

录，需要牢记精准的解剖，观察卷曲的动态，调整

合理的比例，概括扭动的块面和再现生动的肌理。

这种理性观察和分析的方法源于科学研究的人文传

统，而雕塑创作则是在大量的雕塑写生的基础上，

通过逼真的表情、动态、衣纹和道具播放静止的三

维电影。

西方雕塑尤其是欧美人像雕塑，塑造的对象包

括神、半神人、民族英雄、竞赛运动员、独裁者、

冒险家、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运动领导人、企

业家等等，这些塑像充斥在公共建筑、博物馆、私

人办公空间与住宅的内外，他们不停地向人们讲

述着神话、历史、宗教、以及未来的科幻故事，人

们还能够瞻仰很久以前家族祖先的面庞。虽然有些

城市、建筑和艺术品历经战火的摧残，不少塑像遭

到毁损——这是所有国家都会遇到的历史事件，但

是有些残像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它们被展示在原处

或者博物馆里，被追忆，也被赋以新的含义，它们

比完整留存的雕像更能够提醒人们生存环境的可变

性。公共空间庞大数量的雕塑，构成了直观的文化

氛围，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动逼真的家庭摆

件，激发人们对宗教信仰、动物生存、矿物标本、

影视角色等主流文化内容的兴趣，它们成为人们关

心世界的一种方式（图 1）。

一直以来，西方造型艺术家力求再现逼真的视

觉效果，缩小了艺术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在社交网

站中，多数西方雕塑家正在按照电影剧照、动物模

型制作工艺精良的写实雕塑，他们的主页展示着舞

蹈的女人体、穿着古代披风骑着战马或异兽的肌肉

男，以及由高科技零件组合而成的超级英雄。

如今在中国，地方政府、雕塑学会、雕塑院等

部门共同组织建设的雕塑公园出现在多个城市，将

西方雕塑造像的形式与现代化环境建设结合起来，

为人们的休闲文化营造出精致的活动空间，丰富了

对外开放的环境形象。但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雕

塑摆件，以及可供收藏的雕塑作品，西方题材并不

占绝对优势。

二、中国传统造像工艺品

中国传统造像，是集多方人力、物力、心力的

综合作品，比如，制作一件宗教神像，除了精选优

秀的参照摹本，还需满足出资人的私人诉求和审美

品位、体现监工与设计画师的专业水平，最后才给

工匠展现能工巧技的机会，而且在作品就要完工时，

可能还要增加某位重要人士对经文教义的个性化理

解，当然作品的引申含义（有时候会有）需要趋同

于政治风向。传统造像，除了民间仿制的古玩小品，

主要来自于官方定制的墓葬、宗教造像和皇室摆件。

这些官方定制内容并非服务于市场，却占用了社会

上下阶层的各种优秀资源。其设计者不是自由市场

图 1

Design Study | 艺术设计研究 | 035



036

竞争的职业艺术家，而是封建体制的建立者，为了

将设计意图准确传达给底层阶级——工匠，钦定画

师的粉本和仿古件的图纸，便成为限定题材、造型

以及工艺的最好途径，当然监管成本往往大于制作

成本，有名望的画师往往比雕刻师的地位高出许多。

传统的造型纹样、摹本，以及工匠对自己的态度也

这样延续下来。

传统工艺作坊，师徒传承制度建立的依据正是

中国文明发源的核心——以血缘关系构建的家族统

治系统。外姓的学徒一般从十三岁进入师门，要拜

师为父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以后，才能开始学习这

门工艺，但很可能学到的内容并不系统，而只是流

水线上的一部分技能。在今天的景德镇陶瓷作坊里，

流水线上的分工依然很明确。传统造像中身体和相

貌往往是由徒弟和师父分开完成的。这里的分工出

于几种原因：1，对等级的控制，控制完成重要部

分的许可权使得徒弟对独立完成工程信心不足，不

敢擅自另立门户，避免与师父形成竞争；2，便于

加快生产效率，分工会使得精细的人物面部雕刻从

较繁重的身体制作工作量中脱离，面部或重点部位

就成了“艺术品”，在专人娴熟的实践中日趋准确

精细，而繁重却次要的身体部分，其匠心程度往往

无法比拟。在古代拴马石的人物与动物面部，不难

欣赏到艺术家们精细的观察力与高超的塑造能力，

这些五官精妙传神，嬉笑怒骂各成文章，反映出世

俗艺术中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其坐姿和站姿中

的躯干、手臂和腿脚仅以圆柱和方盒等基本形态表

现，相比面部造型，其比例和形状都不够准确，显

得较为粗糙，这部分工作既说明传统造型创作中的

主次有序，也暗示出作坊工作工匠不同的作用和位

置（图 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造像并非将对象

和创造者自身完全分开，其作品往往是将对象的客

观特征按照主观需要进行改编，或者说将主观关照

投射到对象的表现形式上的结果。传统造像可以由

心理需要、装饰功能出发，选择性地强调或减弱对

象的某些特征，嫁接或者拼接多种素材，在时空上，

并非尊重瞬间观察到的某一固定场所的写生结果，

而是再现了主体的认知和体验。这也解释了中国传

统造像中人物或动物的面相刻画都较身体塑造更为

具体、生动，投入的工时明显偏多的原因。

传统造像的设计方主要来自于上层建筑，但其

中大多包含劝善戒恶、趋吉避凶等内容，对社会的

发展起到了一部分稳定的作用。无论是狞厉的饕餮

纹青铜器还是踩绣球的萌版狮子，封建王朝在不断

更替，但总是会出现同样的主题：一方面必须出现

凶猛的异兽震慑民众，一方面需要天堂的非凡景物

安抚人心，显然，传统造像工艺绝大多数都出色地

完成了这些任务。

今天，传统造像工艺品全面进入了市场，需要

在新的生产关系中构建新的文化符号。

三、中国传统造像工艺品市场

从学院毕业的学生应该了解，并非掌握主题教

学课程中老师教的主题设定、收集资料、造型研究

以及制作工艺等系统的方法和熟练的技术就可以取

得市场成功，传统造像与当代造像，都得回应来自

市场的多种需求：文化脚本的更新程度、符号造型

的辨识度、材料的品质、作者的知名度、创新性，

因为，市场里的工艺品需要流通。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高清数码

相机、4k、8k 屏幕、3D 打印机带来了更加逼真炫

目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这些高清精确的电子机

器仍讲着古老的故事，这也正是工艺品市场的面貌。

市场上大多仍是仿古件，极致的工艺可与精密机械

加工的产品媲美，客户比清代皇帝更加挑剔玉石、

红木的品质，并以此估量着转手的利润。国家倡导

新型文创产品，结果却是多了一些大眼睛高鼻子的

萌物、过度健身的肌肉饕餮和英俊飘逸的三国人物、

堆砌得毫无意义的甲骨文、古币以及云中雀、水煮

鱼等符号杂烩在一起的摆件（图 3）。

今天，传统工艺大师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他们头上有光环，足下有高徒，是传统造像行

业的中坚力量，成为文化旅游的宣传目标，但是对

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的作品“水分很深”，价格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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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难以企及，这是为什么？

部分原因已在上文提到过，走大师路线的工艺

师不惜重工打造精细的巨作，以期博得国家的重视，

将工艺品打造成奢侈品，将自己打造成品牌，以获

得更高的价值，所谓“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

这样的想法至今仍盛行。过去，手工艺人可能摆脱

了农业生产，但其手工艺是市场需求的“民艺”产品，

因而起码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在此基础上再去琢

磨精品符合光宗耀祖的主流思想，同样，高端产品

与衍生产品同时并进有助于面对今天复杂多变的市

场（图 4）。

还有一个与市场明显发生冲突的问题就是产品

同质化。为了追求利益，抄袭已经成为传统造像工

艺行业最普遍的风气，一件得到欣赏的新品进入市

场以后，其他工匠们普遍的心态是，“这有什么了

不起，我也能做出来。”封建社会中，民间工艺对

宫廷工艺的模仿一直是中国工艺史中无法避开的章

节，甚至推动了工艺史的发展，但是在现今的雕刻

品市场，工业化手段的批量模仿造成了行业只有材

料贵，工价不值钱的现状，彼此都将越做越难。

第三个原因是民众获得的美术教育的程度不

够高。工业化大生产、城市城镇化建设彻底改变了

人们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的职业分工、相同的利

益驱动下面对自由选择的社会责任、个人独特性的

重视程度要高过以往任何时代，对工艺品的要求也

变得日趋个性化，但是在部分小学，美术课仍然是

可以被更换的副课，校外的美术高考班成了无法获

得理想高考成绩的学生拿到高等教育文凭的后备方

案，但是这些校外的同质化课程无法真正培养人类

独立观察与思考的审美能力。因而，在市场上，这

些民众对待工艺品的态度只能不停地纠结材料是否

真实。这当然又助长了只有材料贵，工价不值钱的

僵局。

第四个原因产生于行业内部新老成员之间的竞

争。在传统生产关系中，保障老成员的家族与行业

地位，对保障农耕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稳定、国家秩

序至关重要，很多传统道德都以尊老为核心，而现

在的年轻人相信创新和遵守规则更加适应今天的市

场竞争环境。在工艺品生产行业，老成员适应新的

销售规则时比较缓慢，比如有些玉雕工作室觉得直

播销售不会比老客户更加可靠，老成员相信代表着

更多尊重的大师头衔理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当新

的更加优化的规则注入行业时，昔日奢侈的商品能

够得以量产而变得低廉，市场要求对生产成本的解

释就会受到障碍。

补记：

通过对雕刻工艺品市场长期的观察，外观专

利保护正在逐渐被手工艺人重视，但是将奢侈品转

为民众生活品的生产理念，还处于初级阶段，少部

分年轻的雕刻师已经开始转向价格适中的工艺品生

产，依靠不断创新的设计和对成本的控制，在近三

年雕刻行情低谷中保持着销售额持续增长的良好态

势，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工艺美术行业对于外观专利的重视程度也在逐

年增强，作为工艺品类生产大省，江苏省对外观专

利的申报力度很大。近五年，在苏州，具有一定的

造型能力的各大美院毕业的学生，学习了玉雕技能，

并且逐渐接替了传统玉雕工作室设计师的职位，为

这个行业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大家对专利也给予

了更多的投入。

对专利的普遍尊重将成为基于传统的创新型造

像工艺品市场的规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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