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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胜利：比德君子心，做玉如做人

2016-7-16 中国玉雕大师网

 

 

大师简介：

王胜利，1988年开始从事玉雕创作，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金银珠宝业商会理

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会员、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秉承参

今酌古，传承经典的艺术理念，创作出极具中国风的仿古玉佩，工艺细致、特色鲜明，深

受市场好评。

 

大师网： 如何走上玉雕创作这条道路？

王胜利（以下简称“王”）：1998年由一位香港籍的亲戚牵线搭桥来到深圳一家港资

玉雕厂当学徒。在从事玉雕工作之前，我是一位体育教师。由于从小对于美术绘画和工艺

制作的浓厚兴趣，再加上改革开放下对深圳特区的憧憬，凭着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毅然辞

去体育老师的工作，只身来到深圳学习玉雕。

当学徒时，师傅就教导我们做人要吃苦耐劳，勤奋学习，所谓是“师傅领进门，修行

在个人”，当师傅把一件璞玉画好交给你时，那只是个平面画稿，他会指引你如何开始，

而剩下的就需要触类旁通，结合生活和学识的运用，用个人的理解和思想把作品做活，使

作品丰满有神，而不是生硬呆板一件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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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网：怎样创作人们所喜欢的作品？

王：首先得了解普世价值观，第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要保持，也就是民族

的灵魂。一件作品要感动人，传递正能量，不是玉雕师做什么，人家接受什么，除了要通

过自身不断的学习，吸收其他优秀作品的精髓，还要与受众沟通交流，了解大家需要什么

再进行创作，有的放矢，取长补短，才会创作出大家喜爱的作品。

 

大师网：如何理解玉雕作品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

王：现在是市场经济，也是各种成本和叠加的经营运作，玉雕不再纯粹是艺术的创

作，市场会有分化，大部分的属性是商品。商品就要争取利益最大化，流通快捷化，这样

就形成某部分人为利益、为生计，生产千篇一律、同质化极其严重的作品，市场畅销流行

什么就一窝蜂的雕琢什么，比如这几年的人物头像、“无相禅佛”、“宝宝佛”。大部分

人无法静心下来学习、理解、创新，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所遇到的问题。正所

谓“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独步乾坤”。唯有不断提升自己，再学习才能适应

时代的要求。

大师网：你认为一个合格的玉雕大师要具备哪些条件？

王：匠人精神是一种沉静务实、淡泊名利、格高致远的精神，是擅于发自内心的自我

欣赏，和在不断完善工作过程中品味成就感所带来的一种自我激励。一流的匠人，肯定是

人品比技术重要，一个人首先要淬炼心性、修身养性，唤醒体内的一流精神，才能达到一

流的技术。匠人和心性育成密不可分，人生有四个重要的阶段和素质，分别是立志、勤

学、致过、责善。一个人，要有强大的内心精神指引，又要有自己的战略格局，和有操作

细节的耐心和恒心，也许这就是匠心的表现。

 

大师网：你认为“匠”与“师”的区别是什么？

王：有人说师和匠的区别，师高于匠，但出于匠，由匠而来，匠精巧于工，大匠者，

作品已独具匠心，浑然天成，师亦出匠品，而且古往今来，大师的匠品比比皆是。精巧于

技是一个必然。一切源于生活，育于自然，在生活和行为中总结经验，形成于风格理念，

知行合一，匠品犹如一座平地而起的高楼，由地基起，层叠而立。有创作者视作品如生

命，我也十分认同，因为作品就是我们灵魂的延伸，生命不息，灵魂必在，好的作品是集

一切的修为历体才达成的，它的存在也是另一种生命的载体。

大师网：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国悠久的玉文化？

王：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置评，因为我无法站在高地评价，本身自己还在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我想借用《大学》的内圣外王来表示我的心得，不知是否妥当，内圣：“格

物、致知、正心、诚意”；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自己，完善自己，

不愧于立足这玉雕界而已。

大师网：对于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你怎么看？

王：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对现代人们的道德思想及行

为有着极重要的影响。虽然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但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勤于吸收新文化的民族。中国传统也在全方位转换和发展，但

这本身就是传统开始的。

艺术也是与时俱进的，当与现代时尚相碰撞时，它们的结合是取长补短。在观念思维

和表现中采取以传统文化思想为基础，结合现代时尚表现技法为载体，在创新中不失传统

文化的底蕴，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还在。对于我的创作是循古借鉴，采取思想理念

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而采取与时俱进的工艺技艺相结合，争取不突兀不标新立异，达到

和谐。

所谓的创新就是与时俱进，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作品，

将时代的要求和视觉享受结合不一样的技艺手法表现，创造出独具匠心，与众不同，有思

想、有文化的作品，这就是个人理解的创新。

 

大师网：对于个人，未来有何规划？

王：由于我的创作以儒、道为主，在创作中一直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是自己的

知识面不够充实，希望在今后更加努力的学习，吸取前人丰富的经验技法，结合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达到有工必有意、感悟人生、感动世界，让作品更有生命力。

 

大师网：从业的心得与感悟？



王：比德君子心，润物细无声，做玉如做人。“仁、义、礼、智、信”。“君子务

本，本立道生”，你的作品就是你的做人，作品要感动别人，首先修炼自己。

 

编辑：张静

 

寻求采访邮箱：12069467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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