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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砚雕艺术的“瓶颈”与突破

                              黄山市歙砚工艺研究所 钱胜利  

  歙砚雕刻艺术的发展遇到过瓶颈危机吗？从历史资料看出在元代时期就出现过一次瓶颈，因为它的制砚工艺没

有任何发展。后又因战乱而停滞不前，解放后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又盛行而起，当时雕刻的都是仿古砚和实

用砚较多。记得在我做学徒的时候就有人说：歙砚已饱和了，不会再有很大需求了。他们还有根有据的指出：书画

者一人一辈子一方砚都用不完，收藏砚的人又少，做这么多会有人买吗？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厂就有近40多人在雕

刻歙砚，包括其它许多厂和婺源县那边，总共有近千人在生产歙砚，它们都对此产生疑问，有的甚至改行了，坚守

者不多。许多砚雕厂纷纷倒闭，而与我同厂同业的人到现在只剩5人，我们不仅要问，难道此时歙砚雕刻艺术的发

展真遇到了瓶颈了吗？其实不然，古人说风雨过后必有彩虹，我觉得歙砚雕刻艺术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许多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俗话说：“战乱黄金，盛世收藏”。一股收藏风悄然兴

起，此时中国的工艺美术行业如遇春风，山花烂漫。当然我们的歙砚也不例外的成了各界人士的收藏热门。由于爱

砚人的不同喜好，原来的实用型与仿古型已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歙砚艺术必需要开创出更新的路子。  

  我从事砚雕艺术时间较长，发现自古歙砚没有立体镂空雕，我便苦研徽州三雕——砖雕、木雕、砚雕，吸取徽

州三雕的精华，将其融入砚雕艺术，创制歙砚立体镂空雕法。由于歙砚的材质属泥质砂质板层岩，砚石四边面比正

反面硬度高，且深雕石头容易开裂，为此，我为处理砚的四边面研究了多种刀法，攻克了这一难题，做到了既保持

砚四边面与正反面风格一致，又使砚的整体和谐。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九龟荷叶》砚。《九龟荷叶》砚，根据

石材之天然造型石的邹纹为荷叶的残老与残破，用大手笔雕刻多片大小不一的荷叶环抱着砚池，充分利用石料上留

有的天然为荷叶残破，形成了荷叶的质感；同时运用多种刀法刻画了九只活灵活现的小龟在荷叶边嬉戏着，使作品

添加了动感；此砚的最大看点，是巧妙利用砚面上荷叶翻卷被虫蛀吃后自然形成镂空的一个水池，将其打通放入水

后能顺着残叶的一角滴入正在池里抬头玩耍的小龟嘴里，大大增加了该砚的工艺性和赏玩性。此砚的问世，仿佛一

剂强心剂，给当时已极度沉闷的歙砚界带来很大的震撼，顿时各界人士好评如潮，沉闷已久的砚界活跃起来。歙砚

的又一个春天——立体雕时代就这样到来了。《九龟荷叶》砚的出现，可以说是突破了当时歙砚发展的一个瓶颈，

其为歙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亚于歙砚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创新。  

  世间物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以前的几年，立体镂空雕主导着歙砚的方向，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它的规律，立体

镂空只是突破了歙砚当时的一个弱项而已，只是为歙砚多增加了一个创作理念，多了一个竞争的渠道。这期间大量

的立体镂空砚充斥着歙砚的主体市场，其中不乏精品，但粗制滥造居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也是和

歙砚几千年发展所积淀下的传统背道而弛的。任何一件事物它要想长久发展，必须多元化，艺术更是如此。我当时

目睹现状，又不禁为歙砚的发展暗暗担心，由于歙砚石质本身就硬，可供立体雕的石材不多，少数人急功近利，照

葫芦画瓢，大量的好石材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这样的作品已没有了任何灵性，没有了一点艺术含量，艺术需要创

新，艺术更需要用心。我是一个不愿在原地踏步的人，为创作竭尽心力，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长时间的痛苦

着、享受着、探索着，我有了走出去看看的想法。于是参加许多大型艺术博览会，直接与使用者，收藏者，爱好者

交流沟通；并不断地学习别的艺术门类的雕刻艺术与之探讨。特别是玉雕，青田石雕和寿山石雕中的巧色雕深深的

吸引着我，并打动了我。这期间我的创作理念升华了，我决心做出更美的作品，赋予石头以最强生命力的东西，所

以就有了后来的更多颠覆性的作品——巧色雕作品。  

  歙砚以其多样的纹饰闻名于世，然而立体雕多不顾及这些自然的东西，所以很多有韵味的东西没有被利用就被

毁掉了。砚纹饰金晕——是夹在石料之间或有或无的一层，所以要在砚雕过程中充分利用天然纹饰金晕来提高作品

的艺术品位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利用砚石仅有的纹饰创作出精品很难。对于我来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要在

不破坏石头的漂亮纹饰的前提下，把所有的天然纹饰都利用或组合起来，这不仅需要预先确定作品的题材构思，有

别出心裁的想象力，而且还要具备娴熟的雕刻技巧，才能达到出神入化之境。期间创作《花间一壶酒》的过程，我

至今记忆犹新。此砚所用的石材太美了，不仅纹饰色彩多样且具有丰富的层次感，让人不忍下刀……经过反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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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我用较深的金晕纹饰作为李白的帽子和胡须（不动刀），用浅色雕刻脸部，尤为珍贵的是利用天然的不同色彩

金晕精雕的芭蕉、荔枝、酒壶等，增强了物体的质感，加上以工带绘的雕刻技法和似云雾缭绕的淡晕化成的酒气，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又如后来的《东坡问月》，为一处金晕巧雕砚，利用纹饰浓淡变化层次巧作东坡衣袖，只雕人物头部与双脚，

并巧妙地将月形作为砚池，其它不作雕琢，一幅大气磅礴，极富张力的泼彩画便跃然于砚。而近期的一方作品《李

白醉酒》则可称之为神品。利用零碎而充满动感的金晕转化为国画水墨的气韵，以一轮明月挂于树枝部作为砚池，

酒醉后的太白手持青铜酒盏手舞足蹈，极富诗意与空灵之感，让人看了心旷神怡，给人以丰富的遐想空间。当然还

有很多好的作品，这类型的砚较之以前的立体砚，我觉得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因为它将中国的古文化和人文气息更

好的诠释出来，使得一方砚的文化内涵更浓郁，更富欣赏性。在人们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这类型的艺术砚

显然更受青睐，更具竞争性。这次的尝试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可以说成“转型”成功，我认为这次是我砚艺雕刻生

涯中突破的又一个瓶颈，这次突破使我的艺术灵感升华了，艺术生命力也更强了，对艺术的理解也大大提高了。  

一次又一次的艺术突破，使我真正地打开了艺术之门，我的创作欲望愈来愈强烈，虽说我攀过了艺术生涯的一个个

巅峰，可我并不满足，越来越多创作灵感接锺而来。艺术的真谛就是不断创新，我也始终这样告诫自己。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巅峰过后必须要沉思，我总是不断的问自己，我还能做出更特别，更好的砚吗？我觉得歙砚雕刻者只有

这样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超越自己才能更好的发展。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犹如凤凰涅槃一样的痛苦过后，我又找到

了自己创作的方向。  

  我土生土长的徽州人，从小家乡的一切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徽州文化的情结已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徽州深

厚的文化底蕴让我的创作又有了无穷无尽的源泉。我觉得身为徽州人就要为弘扬徽文化做点贡献，我决定要让我的

作品深深地打上徽文化的烙印，让更多人知道徽文化，去了解徽文化。所以就有了《吉祥徽州》这方巨砚，它把徽

商的精髓——诚信为本、和气生财、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融入其中。利用天然的纹饰不加雕琢作为二仙神的食

盒、荷花、蝙蝠等物，喻意和合幸福，另外，在砚的一角精刻的物品大都采用古徽雕的传统意境，取其谐音以图吉

利。如：柿子与如意为事事如意；瓦当为四灵四象；青铜象为太平万象等等。犹如一个财源滚滚的聚宝盆，构成一

幅徽州大吉祥的美丽图卷，此砚的表现手法既有徽州三雕中根雕的拙与天然的神韵，又有木雕的精细，还具有石雕

的粗旷和力量，这是歙砚雕刻艺术的又一大突破，也可以说是歙砚雕刻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我相信这方作品给歙砚

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会是相当久远的。此砚在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时受到各界人士的大为赞赏和肯定，并

获得了银奖。  

  岁月如梭，一瞬间20多年过去了。其间，我同每个砚雕工作人一样，经历过无数困难，遇到过许多所谓的大大

小小的瓶颈。世间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瓶颈，它考验的是人的毅力、韧性和创造力。我以从事砚艺生涯

中的几段经历来浅谈歙砚艺术的发展之路，这也许是许多歙砚雕刻者所走过的路。歙砚发展的瓶颈，过去有，现在

有，以后还会有，没有瓶颈就不会有突破，就不会有创新，那么歙砚还谈何发展？世间万物，大到一国，小到一方

砚，固步自封，不敢突破是注定不能进步与发展的，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歙砚艺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千年

仍经久不衰，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歙砚人不断的突破一个又一个瓶颈，才能得以一代又一代更好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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