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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承与创新的现代玉雕艺术表现探讨
文/简贵明

摘要：玉雕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载体，玉雕艺术传承了传统的雕刻方式和雕刻技巧，着重表现玉

石的质地和肌理之美，现代艺术不断丰富原有的雕刻方式，积极运用新工具和新材料，让玉石雕刻诞生出新的

表现力，西方雕塑理念与传统技法的结合也让玉雕的表现形式得到丰富。本文主要探讨在传承传统文化与现代

艺术的过程中，丰富现代玉雕艺术表现形式的策略，以期为玉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一个优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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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就有以玉为贵的理念，纵观整个历史发

展脉络，玉石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每

一时期的玉器加工制作工艺与表现手法都存在不同，

商周时期的神秘纹饰，春秋时期的灵动造型，秦汉时

期的浑厚风格，唐宋时期新颖的造型和多样化的工

艺，反映了每个时代独有的精神风貌。在现代玉石雕

刻艺术发展过程中，玉雕师需要结合时代的特征和文

化底蕴将时代特色发展呈现出来。

一、玉雕材料和加工技法的创新

（一）玉雕艺术加工材料和工具的创新应用

欲要工其事，必先利其器。玉料硬度极高，雕

刻不易，传统玉石雕刻使用砣轮加工玉石，在雕琢过

程中会留下属于创作者独有的砣痕，映衬着属于雕

刻者个人的独特艺术构想和情感内涵，而现代玉石的

加工雕刻技术不断改进，不会再在玉石器物上留下相

应的砣痕，新式工具让玉石雕刻器物的美感得到进一

步提升。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玉石雕刻工具产

生了巨大变革，金刚石锯片压砣、砂轮砂纸、电子雕

刻机等富有时代特性的工具异军突起，大大简化了玉

石雕刻的基础流程。就玉石初步加工步骤来说，现代

玉雕大部分采取金刚石锯片压砣等工具来加工玉石，

这种方式相比传统的“磨”制法更加流畅，加工精细

度更高；就玉石抛光打磨步骤来说，现代使用砂轮砂

纸羊皮等抛磨材料，让打磨出的玉器的线条更加流畅

光滑，玉器层次感更加丰富；就玉石雕刻步骤来说，

电子雕刻机的出现让玉石加工更精细，清晰地展示出

玉雕细节，使其细节部分的表现力大大增强。创新型

玉石雕刻工具的出现，不仅让玉石雕刻效率实现飞跃

发展，还大幅度提升了玉石雕刻的质量，减少了损耗

率。创新型玉雕工具让玉石雕刻艺术迎来全新的时

代，为当代创作者开辟了广阔的创作空间[1]。

新式玉雕材料的不断发掘和应用，使玉石品种更

加丰富、多姿多彩。中国是地大物博、玉石利用历史

绵长的国家，玉石雕刻历史悠久，玉石种类繁多，呈

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传统玉石雕刻材料主要以玉石为

主，包括辽宁岫玉、新疆和田玉、青田石、寿山石、

巴林石、鸡血石、独山石、绿松石、玛瑙、红珊瑚

等，主产国内。地理环境的不同使玉石体现出形态各

异的风貌。随着现代开采技术的发展和运力的提升，

许多外来材料也逐渐进入玉石雕刻中，例如天然琥

珀、缅甸翡翠、俄罗斯碧玉等，这些色彩丰富、质地

形态各异的宝玉石材料有效激发了国内玉雕师的创作

灵感，使当代我国雕刻作品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俏

色巧雕、巧夺天工，这些新材料的拓展、运用，为玉

雕工艺的进步提供更多的条件，使艺术感染力大大增

强。

（二）工艺流程和技法的创新应用和变化

随着材料、工具的不断变化，玉石雕刻师已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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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于传统雕刻技法的表现形式，期望在加工过程中

凸显个人特色，玉雕工艺、流程的革新应运而生。当

代交通、通讯业较为发达，创作者可以与国外玉石艺

术家交流、论道，感受不同文化下的玉石雕刻艺术内

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代玉雕创作者在玉石加工

过程中不断运用新式技艺和技法，突破原有技艺的限

制，为玉石雕刻赋予新的意义，体现出更为繁复昳丽

的层次美。我国传统玉石加工方式源于石器制作方

式，切、磋、琢、磨是玉石加工的基本工艺流程。切

是将玉器用料从原料加工为玉砂，目的是将原料分开

以便于加工；磋指的是用原句蘸砂浆修整玉器的整体

造型，使之与预计的造型相一致，刻绘出玉雕的大致

轮廓，方便后续的精细化加工；琢是用钻和锥等工具

在玉器上雕刻花纹、钻孔，琢玉是整个玉石加工过程

最为核心的步骤，是最能体现创作者艺术审美和技法

功底的点睛之笔，到这一步，玉器的基本造型便已加

工完成；磨是最后一道工序，使用葫芦皮和牛皮蘸珍

珠砂浆对玉器表面打磨抛光，使玉石细腻的纹理和肌

体感得以呈现出来。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我国传统

玉石加工工艺虽取得过阶段性进展，但仍存在巨大的

上升空间[2]。

现代玉石加工在大体流程上与传统工艺相似，

但细节的加工方式较传统工艺的差别较大，没有了严

格的纳贡压力，现代雕刻师可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

围内自由创作，其创作思路不受形制、标准的局限，

创作行为更自由。但归根结底，创作本身是继承与发

展的过程，先要继承、学习，才能在总结前人技艺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创作不等于一味推翻，

玉雕师应树立文化传承理念，针对古法中富有时代特

色的玉雕技艺进行深度学习。例如现代雕刻中最常使

用的浮雕、圆雕、透雕、内雕、螺纹组合等，正是传

承古人技艺与智慧。如因料施艺、剜脏去绺、化瑕为

瑜、废料巧用、俏色巧用等是古人雕刻理念和雕刻经

验的总结，需要现代玉雕师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精神内

涵，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强化玉雕当中承载的思

想内涵，提升作品思维深度。西方雕塑技法和美学观

念内涵的传入，也让现代玉雕技艺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中的黄金比例观念、形体结构解析等观念在一定程

度丰富了玉雕作品的内涵表达性以及表现形式，对现

代玉石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起到积极作用[3]。

二、艺术风格和思想理念的变化

现代玉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需要站在一定的思

想高度上，立足于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进

程，结合现代思想要素进行创新，玉雕在古代作为一

种装饰品和奢侈品为人所喜爱，呈递着特殊的思想内

涵和情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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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称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对应

着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在欣赏玉器时，除了欣赏它

的外形、工艺、色泽和质感，在图案和造型的设计上

传承着人们当时的文化理念，如莲花在古代具有高雅

洁白，象征人出淤泥而不染，表达了坚守的品格，因

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在现代玉石雕刻技艺中，传承旧

有精神文化内涵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使之

与现代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相互呼应，激发人们的正

向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事物出

现，也给玉石雕刻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部分玉石雕

刻师在加工时将国外一些常见题材如玉米、南瓜、台

灯等生活物品加入玉雕作品当中，传承玉雕艺术的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丰富了玉雕的设计思路，但部分玉石

雕刻师在加工过程中未能真正将情感要素和自身的思

想理念融入作品当中，导致作品本身徒有外形，缺乏

内在含义，较为空洞，难以引起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共

鸣。为了让现代化的玉石雕刻真正具有艺术气息和内

在含义，雕刻者需要在学习、了解玉石作品的基础

上，将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和现代化的艺术文化知识

融入创作过程中，突出属于自我的玉石造型和艺术风

格，使其雕刻设计内容得到创新性发展。

例如桂宏伟雕塑作品《罗荣桓与通城8.20秋暴》，

袁嘉琪玉雕作品中的《残阳如血》，便是革命题材与

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创作者以革命热血之红赋

予玉石更深层次的蕴意，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热

情，传承着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集中

体现。革命题材属于创新型玉石雕刻主题，是历史赋

予当代创作者的独有灵感，丰富了现代玉石雕刻制作

的表现题材，传承其精神内涵。

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融合发展

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上都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所有艺术形式最终的目的一

致，都是为了带给观赏者美的感受。在雕刻设计过程

中，雕刻师可以放开思路、扩充眼界，以积极的态度

将玉雕艺术与其他艺术类型结合在一起，吸取其他艺

术形式的优秀内核，帮助玉雕艺术实现跨界发展，使

其内涵与外在形式的表现方式逐渐增加。

传统的玉器制作在外形和工艺上借鉴了石器的制

作方式，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彩陶的造型艺术、青铜

物品表面的条纹艺术、瓷器的外在图案和色彩的装饰

艺术、中国画的线条描绘和上色手法、书法当中的筋

骨艺术等融为一体，在玉器雕刻的细节造型上加以借

鉴，并在长期的发展中融会贯通，这也是中国玉石雕

刻师在创作中需要加以传承的优秀创作方式。

在现代玉石雕刻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雕刻设计

师需要不断扩充眼界，积极吸收外在艺术当中的优秀

创作形式，使其创作理念得到进一步深入和提升，例

如西方油画创作当中的配色艺术，运用色差较大的颜

色产生对比感，突出图片的内涵特征，在玉石雕刻中

可以借助此类技法的优势完成创作过程。西方雕塑和

绘画当中认为人体具备天生的美感，部分玉石雕刻师

在玉石创作设计中也借鉴了这一理念，将女性题材应

用到创作过程中，成为中国当代玉雕艺术史上的一个

著名标志，象征着中西方艺术理念的结合，也是传统

玉雕造型风格中的重要突破。玉雕设计师在创作中既

没有盲目跟随雕塑作品的风格追求写实，也未完全倒

向绘画艺术当中的抽象派风格当中，实现了中西方的

完美融合。作品保留了中式审美的特点，在造型上和

外在特征上增添了中式服装和饰物，在人物的五官和

神态上大量留白，增添了朦胧之美，真正将西方的写

形和东方的写意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独

有的玉石雕刻造型道路。

为了让玉石雕刻艺术与其他艺术类型真正结合

在一起，启发雕刻设计师的思路，要求雕刻师在工作

中敢于追求和学习知识，扩充自己的眼界和思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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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心态和欣赏的视角面对不同的艺术作品，总结

其优势特点，用扎实的技艺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拓展玉

雕艺术道路，为雕刻设计造型的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以崔磊创作的玉雕作品《圣攻》为例，在创作中将历

史、文字印刷等多方面的技法运用在玉石的雕琢上，

使玉石之中浸润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四、文化的兼容发展

玉石种类繁多，不同地区的人民在玉石的使用上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涵，中国玉石雕刻艺术表现

形式的丰富与发展，需要与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彼此

交流和碰撞，在交流与碰撞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彼此融合，使传统玉石雕刻技艺具有极强的表现力，

不断提升玉石文化的深度和内涵。

以传统玉雕技术中的痕都斯坦玉为例，痕都斯坦

玉在设计上使用的薄胎技艺极为精巧，清朝乾隆皇帝

极为喜爱，并在选料和设计上不惜花费工本，对痕都

斯坦玉的加工技艺进行仿制，这也使原有的制玉技艺

得到创新与突破，是古代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

标志性产物之一。

在现代玉石技艺发展过程中，玉石创作者要传承

原有的技艺理念，在此基础上不断推陈纳新，使玉石

雕刻技术得到创新发展，以邱启敬的玉雕作品《寂高

瞻》为例，作品将西方的抽象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当

中的寂静空远要义结合在一起，将禅意与创作结合在

一起，在观赏的同时不断引人回味，通过这种似是而

非的抽象语言诉说了创作者对世界的感悟。

玉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雕刻者以耐心和认

真的态度不断充分思考和探索，研究其中的奥妙，在

创作过程中既不是单纯拿来沿用，也不是形似神非复

制，而是提取出其中的优秀内涵，将其与传统的创作

理念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属于自己的、独有的文化

产物，实现玉石器物创作理念的继承与发扬，使玉石

雕刻设计艺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以马瑞的雕刻作品《玉兰花开》为例，他在玉石

雕刻和造型设计方面结合了西方的雕塑理念和宝石造

型工艺，二者糅合为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美学

理念中的写意风格融为一体，使中国文化的灵魂和思

想高度真正体现出来。这一作品在整个设计中抛弃了

西方珠宝造型设计中主石与视觉核心的设计理念，更

加注重整体的视觉观感，让玉石和金属彼此缠绕，宛

如两条不断延伸交缠的巨龙，色彩对比上浓绿与浅灰

交相呼应，玉兰花含苞待放的姿势也充分体现了中国

文化的含蓄之美。

五、内容与形式方面的传承与创新

玉雕作品在设计上通常是截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完成创作，以表达创作者的内在感受和创作理念。在

表现形式上玉雕作品更注重挖掘玉石的整体价值，同

时赋予玉雕作品一定的趣味性要素，提升玉雕作品的

艺术表现力。

例如《禅》这一作品，雕刻原石整体呈椭圆造

型，石体表面多有裂纹，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将原石

立起，找寻雕刻角度和艺术外形，从外形入手沿特征

进行雕刻，在雕刻中尽可能保留材料的外在形状，突

出其特点，在雕饰中加入老翁低头沉思的图景，为整

个画面赋予意境之美。部分玉石本身黑白相间，增加

了雕刻取材难度，有些雕刻师结合动物，将熊猫这一

形象融入雕刻作品当中，将其憨态可掬的模样表现出

来，增强作品艺术感和外在观感。

再如张佳楠的琥珀雕刻作品《画龙点睛》《我命

由我》，利用天然琥珀半珀半蜜，半透明半不透明的

材料特点在正面不透明的地方以阳雕手法展现人物立

体层次，在背面透明的地方以阴雕手法进行勾勒，这

种阳雕与阴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相辅相成，使整个

雕件层次分明，琥珀天然纹路肌理和色彩相映成趣，

让雕刻创作的意境与材料本身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种

阴阳结合的形式实现了内容的传承与技法创新。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玉雕艺术发展和表现过程中，

创作者需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玉雕设计和

造型的必要性。为了进一步提升作品内涵，雕刻师在

创作过程中需要加强学习，将玉石雕刻与传统文化的

理念内涵结合在一起，深化作品的精神内涵。在玉石

雕刻艺术创新过程中从现代人的生活入手，不断学习

和吸收中西方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

符合时代审美和人们情感需求的优秀作品，提升玉雕

艺术的表现力，实现玉雕设计理念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罗理婷.玉雕设计的美学内涵分析[J].美术教育

研究,2020(24):72-73.

[2]朱成军.扬州湾头玉雕工艺与当代艺术审美的融

合[J].美与时代(上),2020(12):43-45.

[3]吴泽行.传统民间玉雕工艺的文化内涵及传承

[J].美术教育研究,2020(21):34-35.

作者简介：简贵明（1972—），男，大学专科，

广州工美琥珀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各种天

然宝玉石雕刻。

（作者单位：玉雕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