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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古汇今玉文化-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 

2010-02-28 来源：宁夏人民网 作者： 阅读: 

     中国素以“玉石之国”著称。古老的玉文化在当代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发展？记者就此采访

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先生。 

    “爱玉的人很多，懂玉的人极少。”李博生一开口就有点知音寥寥的感慨。从17岁开始，他

琢玉50余年，上世纪80年代，便进入艺术的成熟期，创作出一批珍品，其中，献给国际和平年的

松石、碧玉作品《人之初》（见上图），获得当年的百花奖创作设计一等奖。 

    玉石雕刻是一种“减法”艺术，李博生却认为，成熟的玉雕艺术家应该有“加法意识”，博

洽多闻，不断充实自己，丰富想象力，提升造型能力，才能将玉的气质与人的智慧有机结合，更

好地遵循“量料施工，因材施艺”的创作原则。有人总结李博生做玉历经三个阶段：用手做玉、

用心做玉、用神做玉；他也笑言面前若无一块玉则无话可讲，有了玉则可滔滔不绝。“每一块玉

都是独玉，给创作者提供的舞台均不同，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超越。” 

    玉雕之于李博生，早已不是生存的手段，甚至不是一门专业的技艺，而是与其生命息息相关

的一项事业——将博大精深的玉文化付诸实践并灿然光大的一方天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愿终

身做一位玉文化的传播者、推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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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时期的玉文化，东西南北中因地取材，各有各的用玉特征。”谈起玉，李博生先表达

自己对玉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作为沟通的前提：“距今4000年前，新疆和田玉进入玉坛，成为主

宰玉坛的贵重原料，从此和田玉称为真玉，其余的叫玉石，玉文化的核心部分确定下来。清中期

以来，来自缅甸的翡翠由石渐进至玉，最终与和田玉平分秋色。”李博生强调：“玉文化发展至

今，这条文化历史长河从未间断过，认识玉文化就要了解它的全部，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段，否则

认识会有偏差。” 

    现如今玉文化的发展如何？李博生对现在盛行的“宝玉石”的提法有不同意见，他认为，

“中西自古皆有石文化，之后分化为两支：西方发展为宝石文化，东方发展为玉石文化。”中国

玉文化很早便接纳了宝石文化，然而现状却让李博生深感忧虑：“欧泊称为蛋白石，紫牙乌称为

石榴石，碧玺称为电气石……后者都是来自西方基于地质学的术语，长此以往，很容易丢失中国

本土的玉文化。现在许多人钟情于钻石而不敢买玉。这反映出当代玉文化发展中的不正常现象：

西方的宝石文化主宰了市场。” 

    许多人将玉文化看作是一种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李博生认为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玉文化

源远流长，高洁尚雅，文脉正宗。古时用玉有三个方面：帝王用玉以示天意，君子佩玉以示德

行，庶人带玉以赋风雅。玉文化与儒家文化紧密相连，互为推进，构成了蔚为大观的社会文化，

其内涵丰富，绝无邪恶，只是南宋玉雕世俗化、商品化之后，才变得五味杂陈。” 

   玉雕行业近些年取得蓬勃发展，李博生却认为：“这只是玉雕行业表面的繁荣。可以说现在

是有玉雕却没有玉文化，好的东西没人认，粗制滥造、仿冒重复的玉雕工艺品却满街都是。玉雕

行业的从业者多达几十万，玉雕艺术家却屈指可数。作为一项以珍贵有限的原料制作的工艺，不

能以数量计而应该以质量计。”因此，对于玉雕工艺的继承，李博生心怀忧思：“新一代能够踏

踏实实坐下来学习玉雕工艺的不多，综合素质也亟待提高。” 

    好玉的标准是什么？李博生说：“不干，不涩，不裂，细腻无贼亮之光，莹而无暇者，美玉

也。”此外，他认为：“玉料并无古今之说，玉雕的断代只是其琢磨问世时间，玉雕之高下不在

于时代早晚。‘认料不认工艺’是玉器鉴藏常见的一个误区。” 

    “应从心里爱玉，而不是爱这块石头。”对于玉器收藏者，李博生建言：“要做到心无杂

念，心境平和，而不是四处搜罗继而寄望于马上转手大获其利。” 

    传统玉文化离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远。讲起古代以玉会友，李博生神往不已：“古人讲‘比

玉’，见面后取出身上的玉佩，谈谈材料的润美、工艺的超凡、图纹造型的寓意，比的是玉石背

后的志趣与精神。浮躁、拜金的社会状况缺少什么？玉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李博生努力在继承与创新中寻找着平衡点，为传统玉文化“活在当下”做着不懈的努力。他

期待玉文化能从孩童阶段便深入国人心中，更期待玉文化能够独立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在教育、

研究等各方面拥有自己的位置，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一种清晰可寻的族谱式的脉络研究

和记录，以期全面地培养玉雕事业的传承者，而不是简单地归在自然科学体系内，轻视其内在的

人文科学内涵。 

    从“石之美”、“神物”到玉之“德”，融山川之精、汇人文之美的玉通达天地，融汇古

今。珍贵有限的玉石理应得到恰当合理的应用，博大精深的玉文化更当源头活水长流，毕竟，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玉文化才是玉雕工艺和玉雕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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