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林 炜
设计：林阿乒
校对：李嘉强

指
导
单
位
：
厦
门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厦
门
市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主
办
单
位
：
厦
门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
厦
门
开
放
大
学
）

承
办
单
位
：
厦
门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闽
南
文
化
与
民
间
艺
术
传
习
基
地

海
西
晨
报
社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闽南
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地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 陈心晖：

职教赋能非遗
推动创新传承

声 音

在闽南红瓦厝的飞檐下，剪

瓷雕以五彩瓷片勾勒千年文

明。本期“闽南非遗印象”融媒

体专栏，我们走进多位剪瓷雕非

遗传承人的工作坊，了解这项非

遗的前世今生，也积极探索出

“职教+非遗”的创新传承模式。

我院可依托闽南文化与民

间艺术传习基地，与剪瓷雕展开

深度合作，一方面可邀请陈劲

奋、林欣墙等非遗传承人进校开

展讲座，将传统工艺场景搬进课

堂；另一方面，也可带领学生走

进传承人工作坊，采用“理论+实

践+项目”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系

统学习历史文化，在匠人的指导

下进行实操训练，并参与实际项

目，实现“做中学、学中做”。

校企双方在传承中创新，推

动产品与技术双突破。在产品创

新上，我校师生可与传承人合作

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将剪瓷雕从

建筑装饰延伸至现代生活领域，

作品兼具传统特色与现代美感，

并实现市场化销售。技术创新方

面，可指导学生运用3D打印等技

术，建立数字资源库，并尝试将

3D打印与剪瓷雕结合，提高制作

效率与精度，降低学习门槛。

此外，学院积极发挥传习基

地的社会服务功能，组织师生参

与古建筑修缮，开展“非遗进校

园”“非遗进社区”等公益活动；

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

台，扩大非遗影响力。

晨报记者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陈心晖 温建华

在闽南的古厝屋顶、潮汕的骑楼飞檐、

台湾的庙宇脊兽之上，五彩瓷片在阳光下

流转着斑斓光晕。那些栩栩如生的花鸟瑞

兽、跃然瓷上的历史故事，将传统建筑装点

成凝固的艺术长卷。这项被誉为“屋顶的

建筑艺术”的剪瓷雕，不仅是闽粤台地区独

有的民间瑰宝，更是跨越历史的文化密码。

那么，剪瓷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

历史？在当下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特色？

近日，记者专访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

任、《迷瓷焕彩——闽台潮汕剪瓷雕匠师群

像》作者安红坤，为您探寻这项非遗技艺的

前世今生与未来之路。

记者：剪瓷雕从历史深处走来，经历了

怎样的发展脉络？

安红坤：剪瓷雕的起源可追溯至千年

前。学界普遍认为，其雏形源自中原地区

的泥塑手艺。公元7世纪，随着“开漳圣王”

陈元光率军南下，这门技艺从中原传入闽

南地区。在与当地风土人情的交融中，经

过历代匠人的不断改良，逐渐演变为独具

闽南特色的建筑装饰艺术。

关于剪瓷雕的发源地，目前尚无定

论。一种观点认为，闽粤地区作为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长期是外销瓷的

生产与运输中心，大量碎瓷片的产生为剪

瓷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沿海地区海风

咸湿、气候多变，传统彩绘与泥塑难以长久

保存，匠人们便因地制宜，将碎瓷片巧妙剪

裁、粘贴，用于建筑装饰。也有学者提出，

闽粤自古与海外交流频繁，剪瓷雕艺术或

受到古希腊“马赛克”镶嵌艺术的影响。

记者：剪瓷雕在不同地域的建筑装饰

中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化特征？

安红坤：在闽南地区，剪瓷雕注重造型

的雄浑大气与色彩的浓烈对比。匠人常以

红、黄、绿等色彩的瓷片，塑造出气势磅礴

的龙、凤等瑞兽形象，装饰于建筑的正脊与

垂脊。作品多采用圆雕技法，立体感极强，

远观如立体画卷，近看则细节丰富，每一片

瓷片都经过精心剪裁，拼接处严丝合缝，展

现出闽南人豪爽大气的性格特征。

潮汕地区的剪瓷雕则以细腻精巧著

称。匠人们擅长运用细小的瓷片，通过平

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人物的面部

表情与衣纹细节。题材上更偏爱戏曲故事

与民间传说，人物造型生动传神，色彩搭配

和谐雅致，既有传统工笔画的细腻，又兼具

陶瓷艺术的温润质感，体现了潮汕文化精

致细腻的审美追求。

台湾地区的剪瓷雕在传承闽粤技艺的

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本土文化元素。其作

品常常将传统吉祥图案与现代设计理念相

结合，色彩运用更加大胆创新。在一些庙

宇建筑中，还能看到融合了日式、南洋风格

的剪瓷雕装饰。

记者：剪瓷雕工序蕴含哪些技艺密码？

安红坤：剪瓷雕的制作过程是一场“化

腐朽为神奇”的艺术之旅，每一道工序都凝

聚着匠人的智慧与匠心。其核心工艺主要

包括四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是塑坯胎。匠人们以砖、

瓦为龙骨，用铁丝扎成骨架，再将石灰、红

糖、草纸混合调制成特殊灰浆，涂抹在骨架

上塑形。

第二道工序剪瓷是整个技艺的关键，

也是考验匠人功底的“童子功”。匠人们手

持特制铁钳，将碎瓷片裁剪成所需形状。

他们偏爱使用带有瑕疵的次品瓷片，通过

巧妙构思，将瓷片的裂纹、色斑转化为作品

的独特亮点。

第三道工序镶嵌瓷片，最能体现匠人

的审美与技艺水平。匠人们需根据预先设

计的图案，将剪裁好的瓷片逐一粘贴在坯

胎上。这不仅要求匠人手法精准，更需对

色彩搭配、空间布局有敏锐感知。

最后一道工序是修饰成型。匠人要从

整体上对作品的构图、色彩、层次进行反复

推敲，对局部细节进行精雕细琢。通过贴

金、描银、勾线等手法增强立体感，或添加

玻璃珠、胶片等点缀，使作品更生动鲜活。

记者：在剪瓷雕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

多技艺超群的名师，他们如何推动这项技

艺发展？

安红坤：近现代以来，众多名师为剪瓷

雕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沈淮

东、林少丹等老一辈匠人，在传统技艺的基

础上大胆创新，将绘画技法融入剪瓷雕创

作，使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林明中、沈振

祥等匠人则在工艺上精益求精，改进剪裁

与镶嵌技法，使作品的细节表现更加细腻

逼真。

1980年至2010年，剪瓷雕迎来发展鼎

盛期，这一时期匠人们在题材、技法、表现

形式上都取得重大突破。他们不仅传承了

龙凤呈祥、八仙过海等传统题材，还将现代

审美融入创作，开发出更多贴近生活的新

题材，技法上融合了西方雕塑的写实手法

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风格，使作品既有

东方神韵，又具现代美感。这一时期诞生

了众多经典之作，如东山关帝庙屋脊的《丹

凤朝阳》，以流畅的线条、绚丽的色彩，展现

出凤凰的灵动与威严；太子亭上的《八仙过

海》，人物造型栩栩如生，神态各异，仿佛将

神话故事凝固在瓷片之间；诏安城关城隍

庙的《二龙抢珠》，两条巨龙张牙舞爪，气势

磅礴，瓷片拼接处浑然天成，堪称剪瓷雕艺

术的巅峰之作。

这些名师的贡献不仅在于技艺的传

承，更在于文化的传播。他们培养了大批

优秀传人，将剪瓷雕技艺带向全国乃至全

世界。

记者：在时代浪潮下，剪瓷雕面临着怎

样的传承困境？

安红坤：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

展进程中，剪瓷雕同众多非遗技艺一样，面

临着传承与发展的双重挑战，首先是人才

断层问题日益严重。剪瓷雕学艺周期长、

工作强度大、收入相对较低，难以吸引年轻

人。目前仍坚守在一线的匠师，大多年过

半百，年轻一代传承人严重不足。

其次，随着现代建筑风格的普及，传统

寺庙、宗祠的兴建数量大幅减少，剪瓷雕的

应用场景随之受限。即便在传统建筑修缮

中，出于成本与效率考虑，也常采用现代材

料与工艺替代传统技艺。这使得剪瓷雕逐

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

记者：近年来，不少匠人已开启创新探

索，能介绍一下他们的努力吗？

安红坤：的确，许多匠人积极探索创新

之路，为剪瓷雕注入新的生机。在创作内

容上，匠人们打破传统题材的局限，将现代

元素融入作品，比如省级非遗传承人孙丽

强与高校合作，创作了充满现代气息的剪

瓷雕摆盘，将传统技艺与当代审美相结合；

厦门匠人林满创作的《冰墩墩雪容融》，紧

跟时代热点，让古老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表现形式上，跨界融合成为新趋

势。漳州市“传统建筑工匠”林明中将油画

的光影技法融入剪瓷雕，呈现出别具一格

的艺术效果；汕头“80后”艺人陈旭南尝试

将剪瓷雕应用于现代空间装饰，通过放大

传统元素、重组创新，使其更符合当代生活

需求……这些创新实践证明，传统工艺并

非只能固守传统，完全可以通过创新表达

适应现代社会。不过，只有在坚守文化根

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古老技艺才能在新

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副主任安红坤：

剪瓷雕
“突围”
正当时

安红坤

《双龙戏珠》

（诏安沈锡仁作

品）。林瑞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