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雕大师：琢玉更塑人
走进“王希伟技能大师工作室”

□本报记者 盛丽/文 陈艺/摄
国家级
技能大师
工作室走进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者： 对于工艺美术教学，
您觉着提升技艺， 需要学校教师
在理论和实操上给学生什么辅
导？

王希伟 ： 学生玉雕在制作
中， 要具有很高的手工制作的才
能， 还要有足够优秀的形象思维
能力。 具备这些需要教师指导他
们， 文学作品要多看， 包括以后
搞高端的创作时， 都会有用。 历
史、 地理、 军事、 政治、 哲学都
要涉猎， 搞创作包括不少哲学道
理， 不领会其中的一些话， 不会
搞出优秀的作品。 多涉猎其他类
别的知识， 只有经过思考， 才会
创作优秀的作品。 实操是手段，
不是目的。 在基本功上， 要求学
生在一二三年级 ， 始终保持手
感。

记者： 对年轻人， 您更侧重
在工艺美术的创作上， 指导他们
传承什么？

王希伟： 首先要传承具有中
国民族特色的东西， 不能把老祖
宗的东西丢掉。 搞创作， 不意味
着丢掉传统。 要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 搞创作。 不能基础还没有
学会 ， 就要创作 ， 这是不现实
的。 要把传统的内容， 确确实实
的掌握， 才搞创作去。

【小档案】

王希伟国家级首席技师工
作室2013年3月启动， 5月建成，
工作室可以满足教学开展切割、
雕琢 、 抛光等玉石雕刻整个制
作工序和工艺 。 同时 ， 该工作
室还拥有30余套专业教学软件以
及专业图书共计3万余册 （含电
子图书）。 基地为加强玉雕专业
建设 ，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 目
前 ， 与玉雕专业相关的公共实
训基地总面积达到1510平方米。
包括首席技师工作室 、 首席技
师设计室 、 玉雕实训室 、 数字
成型研发中心 、 展厅 、 金库 、
材料库、 泥塑教室、 素描教室、
材料工具库等 ， 并进行了功能
改造和装修。 共投入资金270多
万元， 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
除场地以外 ， 基地还为工作室
提供了各种设备设施 ， 包括雕
刻横机 、 雕刻锣机 、 电子雕刻
机 、 电脑雕刻机 、 超声波雕刻
机 、 角磨机 、 开料机 、 震桶抛
光机 、 万能机 、 钻孔机等 ， 保
证工作室开展技术攻关 、 技术
创新 、 技术交流 、 传授技艺等
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话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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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雕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
种之一， 原本普普通通的一块玉
石， 经过设计、 切割、 雕琢、 抛
光 等 制 作 工 序 和 工 艺 ， 一 件
件 精 美的作品问世 。 在北京市
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国家级
玉雕大师王希伟和以他名字命名
的国家级首席技师工作室， 正在
完成着美玉的雕琢工作， 将零基
础的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玉雕创
作者。

重基础
选拔优秀苗子亲自辅导

一手摆弄着未完成的玉雕作
品， 一手托着眼镜框认真地观察
……早上7点多， 在位于昌平的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
这间王希伟国家级首席技师工作
室中， 国家级玉雕大师、 学校教
师王希伟， 正在静静地看着学生
们每一件作品的进展情况。

他边思考着， 边用手中的铅
笔修改着作品线条， 以便于上课
时学生来到工作室后， 直接可以
对照自己的作品， 进行改进和创
作。

这几天， 王希伟正带着玉雕
班的学生进行 “燕京八绝” 这个
展览作品的创作。 为配合这个展
览， 学校专门组织两个班创作作
品。 虽然作品的完成主要是需要
经过学生的个人努力和创作， 但
教师的具体辅导同样不可或缺。

“目前， 作品完成的情况还
算顺利。 计划是要求一个学生至
少完成三件作品。 加在一起， 教
师需要辅导学生作品100件。” 王
希伟说， “有的作品基本接近完
成， 有的还正在制作， 还有的处
在用材料设计的初级阶段。”

2013年3月， 工作室启动， 5
月建成。 工作室承担着不少重要
的作用， 培养学生、 辅导学生就
是其中一个。

在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
学校学习玉雕， 学习的内容会根
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 来安排课
程。 “刚入门的一年级学生会辅
导他们关于基础工具使用方面的
内容， 用材料做圆、 做方； 二年
级基本上是制作花草、 鸟兽这些
初级内容， 还会接触一些人物制
作； 三年级会鼓励辅导学生去自
己完成创作， 做些具有现代美术
理论和现代美术观点的作品， 尝
试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设 计 的 方 法
……” 王希伟说。

“工作室的老师基本上是带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 对他们进行
辅导。” 王希伟说， “现在工作
室有6位学生， 5位老师。 学生都
是从学校玉雕班中选拔出来的优
秀苗子。 他们来到工作室， 更便
于辅导。”

重创作
结合特点助学生出作品

目前， 工作室已建成3个装
备行业内最先进玉雕设备的玉雕
实训室。 而王希伟和工作室的其
他教师， 每天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在几个玉雕实训室中穿梭、

指导学生。 “这种辅导很具体很
直观， 学生有什么不足， 立刻进
行具体辅导。” 王希伟说。

来自房山学校的四年级学生
罗梦露是工作室正在培养的一名
学生。 “基础知识过硬， 有设计
思想。” 这是教师们对她的评价。

要直接独立设计完成作品，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经过过
程的积累。 “就说这个磨玉， 没
有两三年的功夫， 根本不能达到
完成作品的程度。” 王希伟说。

在学生完成作品时， 工作室
就能给予不少具体的帮助。 《乡
音》 是罗梦露要完成的作品的题
材， 主要表现的是一位侍女在屋
中弹琴的场景。 对于玉雕作品的
设计， 原材料的恰当使用是个关
键部分。

同样的题材， 在选料上， 一
块翡翠和一块白玉， 做出来的作
品就会有所不同。 “玉雕讲究量
料取材， 翡翠和白玉在料性和料
理上它们是有区别的。 翡翠的颜
色变化会比较大 ， 没有白玉稳
定。 白玉剥完皮后基本上呈现的
都是白色， 有的可能稍有杂质。”
王希伟说。

哪儿的设计不太合适 ， 构
图、 结构和原材料怎么结合更恰
当……王希伟和工作室的老师具
体结合罗梦露的作品设计， 以及
使用的原材料， 进行辅导。

根据原材料的具体情况， 创
作随之进行着改动完善。 “老师
会提示她在作品的构图、 人物的
姿态 、 房屋摆设上做些变化 。”
王希伟说。 在三个多月的制作过
程中， 工作室的老师和罗梦露多
次交流。 在不断交流、 改进中，
作品基本成型， 目前正在准备抛
光。

重创新
继承老技艺鼓励新思考

“不管是学校设立玉雕这个
专业， 还是建立王希伟首席技师
工作室， 主要的目的都是为发展

工艺美术、 继承传统文化。” 王
希伟说。

而对于培养学生， 他同样有
着自己的理解。 “培养学生， 要
让他们既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又
要培养他们爱上传统艺术。 只有
真心的喜欢， 才能干得进去。 培
养兴趣， 加上培养技艺， 才能让
学生慢慢步入正轨。”

其实， 对于王希伟玉雕学习
之路同样是这么开始的。 “我的
母亲是在北京玉器厂工作， 打小
常常看到她的工作环境， 逐渐喜
欢上玉雕。 我喜欢绘画， 小时候
在东城少年宫学过， 还常听工笔
画大家的讲座。 所以最终走上学
玉雕的路。”

1982年， 王希伟进入北京玉
器厂学玉雕。 作为一个玉雕创作
者， 王希伟在苦练玉雕技艺、 工
艺等基本功的同时， 不断加强自
身文化知识的学习。

自到北京玉器厂， 他师承蔚
长海、 宋世义等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 在继承老一辈师傅们传统技
艺的基础上， 王希伟不断创新，
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创作中， 以玉为载体， 通过玉
雕作品寄托情感， 传播玉文化，
弘扬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
深受广大玉器收藏爱好者们的喜
爱。

2012年， 王希伟来到北京市
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任教。 工
作室成立后， 他带领老师一心一
意扑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中。 “工
作室承担学校玉雕教学的任务，
工作室在配合学校的教育规划
中， 做着不少具体工作。” 王希
伟说。

以王希伟为首的工作室成
员， 积极投入教育事业， 给学校
玉雕专业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 促进了玉雕专业的快速
发展。

在玉雕专业学生实训期间，
王希伟和工作室其他教师时常亲
临指导，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行
业观念， 掌握先进的雕刻技能；

另外， 工作室成员为了选拔出优
秀的学生， 还开展强化训练， 制
定教学项目， 学生在有限的水平
上得以很大的提高， 培养大师的
苗子， 实现分层教学， 充分发挥
了工作室的作用。

王希伟认为， 在玉雕的发展
上，需要思考和搞些尝试和创新。
“我们教的学生是要具有这个时
代特色的玉雕工作者。在工作室，
包括我要求学生不要走我的路
子， 这样会给你很低的分数。 你
们要是创作出不错的产品， 只要
有人认可，就会给你高分。 ”

工作室在理念上， 玉雕创作
上， 都承载着在学生中极力推广
的作用。 “创新需要长时间的认
知， 才能产生”。 王希伟说。

在学生马旭波关于时空展现
的作品中， 就得到工作室创新理
念的体现。 “他的这个作品， 在
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所创新。”
王希伟说， “工作室在结合他的
创作理念的基础上 ， 再给他指
导。 在符合现代美术理论的基础
上， 建议他在余料使用时， 利用
材料原始的状态， 保持原始基底
状态， 这样可以和玉石的美形成
反差。”

“还有， 我们有时会建议学
生在制作作品时， 在继承传统理
念的基础上， 激发他们的新的创
作理念。 如在表现人物力量上，
将传统作品中的罗汉的制作特
点， 用到现代人物上， 可以体现
男性人物的力量。” 王希伟说。

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 工作
室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在
校期间， 定期开展玉雕讲座， 参
与玉雕专业的教学计划、 教学大
纲、 校本教材的编写。

由于缺乏双师型人才， 王希
伟还定期开展教师培训， 对学校
青年教师进行玉雕基础知识和实
操技能的培训， 使教师有更多的
机会了解玉雕行业， 为玉雕行业
注入新鲜的血液。 “将来还会以
工作室为载体， 培养更多教师。”
王希伟说。

王希伟 （右一） 在实操课上教授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