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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与瓷器相关的艺术有很多种，而刻瓷艺术独具一格。刻瓷，是用特制刀具在瓷器上进行雕刻的技艺，它以优
质瓷器为载体，以镌刻痕迹的深、浅、浓、淡为艺术手法，以线条部位的韵律性彰显出书法的韵致与绘画的意境。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
青城刻瓷技艺，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需进一步保护传承和创新利用。 ——编者

追本溯源，秦汉时便有剥凿瓷釉的方法，称为“剥玉”，是刻瓷
的前身。从魏晋开始，随着陶瓷业的发展，大量精美瓷器出现。帝
王、官宦和一些文人墨客在赏玩瓷器之余，很想把诗文书画的墨迹
留存于其上，以便永久保存，于是当时的工匠便在施釉前的瓷坯
上，用直刀单线刻出诗文书画的轮廓，这是最早的刻瓷。宋代定窑
瓷器的装饰，就是在瓷坯上刻出花纹后施釉烧制的典型代表。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刻瓷艺术真正兴起。乾隆皇帝曾
题咏宫中瓷器艺术品，有的直接题写于瓷器之上。为使乾隆皇帝
墨宝留在瓷器上，宫廷工匠使用金刚石刀具在瓷器上镌刻，而后
施墨，墨渗透至瓷胎之中，经久不变。乾隆年间已有在瓷面上刻
画山水等纹饰的刻瓷作品。乾隆后期，“造办处”还专门制造供皇
宫使用的刻瓷工艺品。这个时期，刻瓷发展成为瓷器装饰艺术。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镌
瓷科，培养了一批专业刻瓷人才，从而使刻瓷艺术兴盛起来。

青城刻瓷在数百年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刀法粗犷豪
放、刻层较深、色彩浓烈的特点。据了解，青城刻瓷起初用稀释后
的颜料进行渲染，但经过长时间比较后，工匠们发现色染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褪色，后来工匠们借鉴低温釉染工艺。这种工艺对
于刻瓷艺术品上图案或字迹的颜色保存，有着很好的效果。传统
的青城瓷刻工艺品只有黑白两色，自从低温釉染工艺出现后，工
匠们逐渐探索出刻瓷彩绘、刻瓷影雕、瓷刻镶嵌金属和螺钿等复
杂工艺。

青城刻瓷艺术内涵丰富，别具韵味，兼具画面的艺术美、雕刻
的立体造型美、材质的自然肌理美和工艺的装饰美。它兼有实用
性、艺术性和欣赏性，因而这项古老的传统艺术具有强烈的生命
力，被誉为“神奇的艺术”。青城刻瓷经过刀雕斧凿，无光的画面
与光亮的瓷面相互映衬，强烈对比，犹似锦上添花，“瓷赖画而显、
画依瓷而传”。古朴典雅的青城刻瓷作品适合于室内架上陈设装
饰，是具有欣赏和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王建永等人一直致力于传统刻瓷研究、创作和艺术教学。如
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古老刻瓷的艺术价值。随着喜爱瓷刻艺
术的人越来越多，刻瓷艺术走向民间。

近年我区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将青城刻
瓷技艺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青城刻瓷技艺
传承人在传统工艺馆开设“传统工艺大课堂”，一些中小学生特意
来学习刻瓷艺术。“以后逐渐在各地设立刻瓷培训班，将这一古老
的技艺传承发展。”王建永说。

（展示图片均为青城刻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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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草原绿浪翻滚，牛羊成
群 ，点 点 毡 包 ，袅 袅 炊 烟 ，琴 声 悠
扬，勒勒车游荡⋯⋯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面塑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张香女的面塑作品《内蒙古大草
原》，充分展现了草原民俗风情，让
人赞叹不已。

现年 46 岁的张香女是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人，她技艺精湛，妙
手生花，捏制的面塑形态各异、栩
栩如生。近年她在传统面塑的造
型和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和改
进，不但继承了传统面塑造型，又
加入民族元素，设计制作了羊群、
蒙古包、蒙古族头饰、马奶酒壶等
面塑作品。在她历时两个多月精
心 创 作 的 面 塑 作 品《内 蒙 古 大 草
原》中，羊雪白可爱，牛憨态可掬，
马体格健壮，蒙古包、马头琴、勒勒
车等非常逼真。她说：“用面塑来
展现内蒙古草原风情，是我多年的
愿望。这个作品捏制过程极为复
杂，光是马头琴上的马就捏了 30 多
次，捏制草原上的牛羊等，也特别
费工夫。”

走进张香女的面塑加工坊，她
为迎接新春的到来，正在捏制活波
可爱的老鼠、色彩斑斓的花朵。只
见她巧手捏、揉、按出花朵造型，然
后拿刀一点一点抠花蕊、花瓣，经
过 3 个小时的精雕细刻，逼真的花
朵面塑呈现在人们面前。

她 从 8 岁 时 开 始 学 习 面 塑 技
艺，后来又到山西学习面塑制作。
在她看来，捏面人就像绣花一样，
需要下足功夫，坚持不懈。

“面塑以面粉、糯米粉为主要
原料，再加上石蜡、蜂蜜等进行防
裂防霉的处理，然后经捏面艺人运
用捏、搓、揉、掀、点、切、刻、划等手
法，塑成各式小型人物或事物。面
塑实际上就是‘花馍’，它兴盛于民
间，流传于民间，形式、用途、色彩
都与当地民俗活动、民俗风情紧密
联系并发展变化着。”张香女介绍
说。

“现在，除了制作面塑，我还在
学校担任社团课的老师，也在一些
社区教大家做些简单的面塑，这些
都是免费的，目的是能把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面塑的独
特魅力。”张香女说。

面塑
展现草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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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当当⋯⋯”在传统工艺馆，悦耳的金石之声，叩响
清晨的宁静。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城刻瓷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王建永一手持刀，一手握锤，屏息凝神，在瓷盘上敲
打。刀锋轻重有度，时而沉着下力，时而小心翼翼。

青城刻瓷是呼和浩特市传统手工技艺，具有 200 多年的
历史。刻瓷是集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集笔、墨、色、刀为
一体的传统艺术，被形象地称为瓷器上的“刺绣”艺术。

在王建永的刻瓷工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青城刻瓷工
具，有刀具、锤子、刷子等。“青城刻瓷所用的工具并不复杂，可
根据瓷质不同及表现手法制作工具。特制刀具用高碳钢和金
刚钻制成，顶端磨成圆锥状、平刀状和斜刀状。雕刻人物肖像
时一般用圆锥状的刀具，錾的点细而深，方便着色。”王建永
说。

上午，传统工艺馆迎来一批中学生，青城刻瓷技艺传承
人为他们展示了青城刻瓷的制作工序，他首先在白瓷盘上用
墨书写或绘画，然后按照瓷器上的墨稿用刀具刻画、镌刻。

“青城刻瓷传统技法有钻刀法、双勾法和刮刀法。钻刀法是
用小木锤均匀地敲打高碳钢钻刀，使之在瓷器表面形成大小、
疏密、深浅不同的点的排列，构成所需要的画面或字体。双勾
法是用锐利的金刚钻石刀沿字体或画面的外轮廓刻画，用双
线表现字体和画面。刮刀法是先用双勾法刻出字画轮廓，然
后再将双线间的瓷釉刮去，以便填色。青城刻瓷所用的瓷盘
多为景德镇的白瓷盘、黑釉盘等。白瓷盘通透度好，适合奔马
图的创作，为骏马增加了飘逸和灵动。”王建永介绍说。

“青城刻瓷有‘一锤定音’的特性，当工匠敲下一锤，瓷盘
上一点一划将无法填平和修改，这就要求匠人拥有扎实和精
湛的技艺，从材质选择、工具运用、刻制步骤、着色方法、层次
处理，到刻画各种形象和图案的艺术处理手法等，都要做到
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王建永说。

青城刻瓷是一项综合性的传统艺术，工匠要兼具书法、
绘画、金石、雕刻等技艺。“瓷器易碎，一不小心便会前功尽
弃，因而这门技艺讲究眼力、精力、手力的精妙配合。其中山
水花鸟类的刻瓷作品对绘画的要求很高。”王建永说。

传统工艺馆陈列的青城刻瓷作品主要有瓶、盘、瓷板
等。刻瓷风格素雅，刻凿讲究，既体现了传统书画艺术风格，
又保持瓷器表面的晶莹光洁。

经过长期探索，王建永借鉴不同风格的绘画技法，拓展
刻瓷的艺术表现，创作了刻瓷作品《釉雕伟人肖像系列》，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在表现形式上吸收了人物绣像的手法和
传统的铁线描、浅绛渲染的艺术处理手法，强调了线的节奏
与韵律，积点成线，疏密有序，使线条显得古拙质朴、苍劲有
力。面部根据层次要求施于柔和过度渐变的点彩后产生国
画渲染的效果，加强了立体感。

据了解，刻瓷人物肖像所用瓷盘一般为炻瓷或高温白
瓷。炻瓷釉面色彩柔和沉着，釉面较软，不易崩裂。白瓷光
亮润泽，质地坚实细腻，显得典雅华贵。

“在瓷盘上镂刻人物肖像有一定的难度，最大的难点就
是‘像’，再加上刻瓷不可更改的特性、每种瓷盘不同的属性，
每一刀下去都要求十分精准。如何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与
性格特征是作品成功的关键，这就要求工匠深入了解表现对
象的历史背景、经历、性格等。刻瓷人物肖像不能仅仅满足
于惟妙惟肖，要有气质和深度，做到形神兼备。”王建永说。

他创作的一件别具韵味的刻瓷作品《雪景》，似一幅水墨
写意画。画中皑皑白雪，采用留白手法，将白瓷的纯洁肌理、
水墨的唯美意境及刻瓷的精雕细琢完美融合。

近年来，王建永创作的青城刻瓷作品有《釉雕伟人肖像
系列》《吉瑞祥龙》《铁骨傲梅》《骏马奔腾》等，有的作品多次
获奖。他说，每一件刻瓷精品的呈现，都需要几百万次的敲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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