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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石雕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珍贵的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青田石质地温润，脆软相宜，色彩丰富，花纹奇

特，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浙江青田的能工巧匠们因材施

艺、因色取巧，将青田石雕刻成为千姿百态的艺术品。

三件作品，讲述多彩世界

这次参加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叶品勇选

送的三件作品，分别是他最擅长的花鸟、动物、山水类雕

刻，全方位体现了他创作题材的多元和技艺的精湛。

通过《祥瑞》这件作品，叶品勇向我们讲解了青田石

雕的两大特点——俏色与巧雕。俏色，是依托石材天然

的色彩与形状，因材施艺，灵活设计。巧雕，则是一道道

无法反悔的减法，将石料由外至里一刀刀减去，减得太

少，无法发掘出造型的魅力；减得太多，又过犹不及。即

便已经从事石雕技艺几十年，叶品勇仍坦言这是一个艰

难曲折的过程。随着石头内部的色泽变化，一点点敲打，

一步步琢磨，俏丽的颜色被雕琢成为饱满肥厚的灵芝，深

色的部分则成为灵芝生长的老树桩，取舍精妙，搭配协

调，体现出一派和谐祥瑞。

《欢乐家园》以一群在草原上栖居的斑马为主体，它

们或闲适漫步，或低头饮水，或相互嬉闹。叶品勇从石料

的黑白条状纹路中获得灵感，决定将其雕成斑马群。为

此，他查阅大量资料，留心观看《动物世界》等纪录片，研

究斑马的外形、动作与生活习性。如有魔法一般，石头在

他的刻刀下渐渐成为自由而安然的动物家园。

《桃花源》则是他山水创作的体现。思路源于那永和

九年，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之美感。灰白的山体与赭色

的树木花草彼此映照，精细的镂空雕刻体现高超的技

术。山体表面石材色彩的变化，像极了山腰上缭绕的云

雾，在坚硬的石头上呈现出轻盈灵动、柔软模糊的效果。

“桃花源”的命名，也蕴含了现代人对于诗画山水理想之

境的向往。这座桃花源，仿佛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叶

品勇以刀为笔，在三维空间中“刻画”出水墨长卷。

三件作品，题材各异，表现手法也有所不同，但都在真

实世界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创作。叶品勇重视实践，植物的

纹理、动物的姿态、自然风景的印象，均离不开对生活的观

察与探索。在他看来，石雕就像是一门语言，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表达方式，他想用这种语言讲述更广阔的世界。

精益求精，创新石雕发展

“搞艺术的人不能完全被传统的条条框框限制住。”

叶品勇认为创新是艺术道路中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作品

题材、理念、风格，还是材料乃至工具，他都不拘泥传统，

敢于突破，不断挑战新的元素。为了精进技艺，他坚持学

习，阅读手工艺术、历史文化的书籍，增进理解、拓宽眼

界；还参加中国美院、温州大学、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等机

构举办的各类培训班进修，接受系统的美术理论与实践

教育，让作品更加成熟。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一方面深入钻研传统花鸟山水，

另一方面广泛尝试不同主题，从历史文化到生活美学，均

有涉猎。“琴棋书画”“禅茶一味”几个系列，结合现代特色

体现文雅韵味，独具创意。

叶品勇不限于石雕技艺，更是融会贯通多种姊妹艺

术风格。在“水墨青田”系列中，他参考了大量的玉雕、木

雕、建筑、国画。“丝路霞光”系列的题材来源于敦煌的石

窟、壁画、历史、传说等，借鉴了版画、壁画的风格，融入了

现代雕塑手法，巧妙利用石材的皮色，用类似浮雕的方式

体现窟中的佛像。

为了实现这些题材想法，叶品勇在创作理念和过程

上也有所创新。以往的青田石雕，常常是先有石头，创作

者根据石头的特点，再设计出独一无二的造型。但是他

逆转了这个过程，先构思创作主题，再去寻找符合需求的

石头，然后动刀。“不能完全被石头牵着走。”他不希望被

原材料限制创作空间，而想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然而，好石料来之不易，大块的好料就更加难得。青

田石雕重视整块天然石材的加工，而不是拼接而成。有

时好不容易找到大小、色彩合适的石头，切开后却发现明

显的杂质或裂缝，影响整体效果，只能从头再来。在大大

小小的矿山上，有时还能偶遇寻找石料的叶品勇。

对作品质量的追求体现在方方面面，创作的过程无

一不艰辛。如何构思，如何布局，一件一件尝试不同的材

料，反反复复设想不同的方案。艺术创作者时常要体会

这种难解的困惑。在创作以航空母舰为主题的《启航》

时，叶品勇就陷入了长久的困惑，以至于不分昼夜思索，

到了入迷的状态。一次他在睡梦中想到了新方案，自认

为完美，然而清醒之后又发现了不恰当的地方，甚是失

望。每到这种时候，他会努力从现实生活和资料书籍中

寻找灵感，也会与他人交流讨论，在思维碰撞中获得启

发。谈到这里，叶品勇显得很激动，仿佛再次感受到创作

中苦苦思索、终于取得突破的喜悦。

转换思路，打破传承困局

石料，是不可再生的大自然的馈赠，经过多年的开

采，带俏色的上好石料越发稀缺，原材料的日益稀少成为

摆在青田石雕人面前的困境。叶品勇意识到必须寻找新

的替代品，才能改变这个局面。从十几年前开始，他便尝

试用过去常被当做摆件底座的、常见的青田五彩石、花纹

石进行雕刻，与贵重的叶腊石相比，这些石头储量丰富、

价格实惠，且色彩明亮，不同颜色过渡清晰，雕出的作品

也很不错。

“青田石雕一直以来‘重料不重工’，我希望能改变这

种现象，既要有‘俏色’，又要加以‘巧雕’，‘意’比原料更

值得重视。”叶品勇表示，经过十多年的尝试，越来越多的

人认同了这种观念，采用五彩石进行雕刻。

且随着时代的变迁，青田石雕引进了雕玉、翡翠的工

具，可以用来“对付”更坚硬的石料，青田石雕因原材料而

产生的困局打开了新的局面。

但另一个困局叶品勇至今仍是担忧：那就是人才。

石雕的学习需要漫长的积累，能够熟练掌握技艺，可

能需要十年时间；而拥有独立的艺术思维，走出自己的道

路，就需要更久。学习耗时长，收获回报慢，“学个三五年

赚不到钱”，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入行，入行后也不容易坚

持下来。“现在青田县石雕艺术学校招生人数越来越少，

且学校的教学与传统手工艺师徒制不同，在因材施教方

面略为薄弱，较难培养出有特殊个性和想法的学生。”为

了推广和传授青田石雕，青田的不少学校里都设有石雕

兴趣课、体验课，叶品勇积极参与到其中，从娃娃抓起，引

导更多人对石雕产生兴趣。

“石雕艺术也需要经纪人的角色，使销售经营更加成

熟专业，并且顺应互联网艺术品电商的时代潮流，扩大影

响力和知名度，提高艺术家的收入。”叶品勇表示，青田石

雕的持续发展，不仅要在技艺上传承，还要在销售经营上

与时俱进。现在大部分青田石雕创作者的作品销售模式

还不够成熟，许多还是靠熟人介绍，艺术家大多也不擅长

营销，“又要‘谈业务’又要搞创作，就无法集中心思了。”

打破陈规，与时俱进，在不断创新的路途中，叶品勇

寻找着青田石雕的破局之法，躬身践行着“工匠精神”。

叶品勇：用时代之声传承青田石雕的语言
■本报见习记者 施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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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名单出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始于1979年，每5年举行一次评选，是授予国内工艺美术创作者的国家级称

号。浙江省“五个一批”文艺人才孵化（名家培育）项目（以下简称名家培育项目）民间工艺类团队有4位名家培育对象获得荣誉，收获喜人的成绩。

今年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青田石雕艺术家叶品勇，从事石雕艺术四十年，他既继承了传统的石雕技艺与匠人精神，也不断突破与创新，拓展青

田石雕的边界，推动青田石雕的传承与发展。

叶品勇，生于1968年，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

艺美术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五个

一批”文艺人才孵化（名家培育）项目成员之一。擅长动

物、花鸟、山水类雕刻，创作的石雕作品构思奇特、巧妙，他

独创“水墨青田”，巧妙地将中国国画艺术立意与当代雕塑

艺术等多种传统元素运用到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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