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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高超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风格，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曾是传统农耕社会里最重要的技术力量。
工艺美术密切关联着制度、礼仪习俗、生活方式、审美理想，所以是过往文明的物质与精神载体，历
朝历代的手工艺人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极具智慧和灵性之光的灿烂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手工艺人的劳动，当代王艺美术品大量出口，曾行销世界一百七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不仅换回了大量外汇，而且向外输出了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工艺美术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兼具实用、审美、收藏等多种社会功能。
自有人类社会始，工艺美术就既是物质生产，又是精神创造；既是经济，又是文化。
许多工艺美术品类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如同一条文明的巨流绵延数千年不止，始终以美的形式服务于
人们的生活。
工艺美术之可贵，在于它风格上多姿多彩，在品质上往往是唯我独有、唯我独精。
我国的工艺美术有着自己的技术体系和造物哲学，在世界上以技艺精湛、民族风格独特而享有崇高声
誉。
各地的王艺美术在技艺和风格上又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如江南工艺的秀润雅致、北京工艺的
富丽整饬、广东工艺的绮丽多彩等等，它们统一在民族风格之下，形成“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繁荣局
面。
客观地说，在“经济技术一体化”的时代，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完全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经济来解决
，传统王艺美术的物质生产已不占主流地位。
人们之所以仍然需要古典家具、艺术陶瓷、刺绣、漆器、玉雕、木雕⋯⋯是因为它们与千篇一律的机
器造物相比，凝聚着更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韵味。
优秀的工艺美术品是天巧与人工的完美结合，它可以让我们感恩自然、怀念传统、感受人性的温暖。
更何况当代工艺美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顺应时变，不断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营养，已建立起一种崭
新的审美风尚。
富贵、高雅、单纯、明快、清新的当代王艺美术品适应着不同人群的需要，不仅现实地构成了人们身
边的物质生活环境，同时还不断地影响着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
如今，把王艺美术仅仅当做是经济行为的片面认识基本得到扭转，它的文化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
性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譬如自1979年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分五批共授予了365位手工艺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国
家给予这一群体的最高荣誉；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全国各省市结合
实际情况也制订了保护与发展的具体办法；2006年文化部颁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
，其中超过四分之一项目是属于传统手王技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把工艺美术看成是可持
续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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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存留大师档案　　·呈现经典作品　　·抢救珍稀技艺　　·传承民族瑰宝　　立体虾蟹篓无
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像近几年的作品，有的造型奇巧、险中求稳；有的魁梧伟岸又不失秀气；有的在构图中组合双篓甚至
三篓的，篓的雕法采取镂通雕技法，篓显得玲珑剔透，同时虾蟹在篓中有了活动的空间，更显生动。
还有两米左右的巨型虾蟹篓，在整体效果上先声夺人，气势磅礴。
如果功能不变，木雕是不可想象的，梁架上绝对不可能这样进行创作。
在细部方面，更强调对虾蟹细节质感的表现，强调形体的逼真和彼此的呼应。
　　毫无疑问，潮州木雕是一个古老而又独特的完整手工艺体系，它有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
，同时也带有许多浓厚的地方特色。
在以前，潮州木雕主要是服务于我们这个地方的建筑需求和许多神佛祭祀活动的，像梁架上的木雕，
专门的神器等等。
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观念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潮州木
雕得以生存的基础已经越来越薄弱，保持潮州木雕独有的艺术特色并让其在现代社会存在发展，我义
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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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莲上村地处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河内，河内属于半山地区，有十八个自然村，莲上村是这里最
小的一个。
小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恬静宜人。
山村的后边是一座郁郁葱葱的大山，我们村里人在这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果树。
村子的右边有一条大道可以直通饶平县，是从意溪去彭溪的必经之路。
左边有一条大道通至文祠。
所以，虽然这个小山村偏僻，但并不闭塞。
这也使我们村有机会同外边接触、交流、学习，村人眼光比较开阔，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亩三分地和小
村庄，而是养成了比较开放的心态。
村里人很少，记得我懂事的时候，村里有三百八十多人，如今有五百多人。
现在，我们村被评为“潮州木雕之乡”，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荣誉呢？
这跟我们村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一支以陈氏为主姓的福建移民来此定居，同时村子还有“张”和
“金”两个人口比较少的次姓，那时就已经有人从事手工业了。
据我所知，我们村最早是做墨砚和蜡石。
在离我们村七公里左右的地方有座“坑南山”，山里边有条“杨梅坑”，出产很好的蜡石。
杨梅坑里边很冷也很暗，夏天都要穿棉袄进去。
以前我们村的先人们有好手艺，经常来这边撬石回去加工成墨砚或观赏蜡石，我也曾打手电筒进去过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坑支撑着我们村的手王业生产。
到了清末，我们村及邻近的西都村等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手工艺比较出色的村子了。
做木雕的意溪那边也有好几个师傅，我们村常有人过去向他们学习。
当然，总体水平最出色的还是我们村。
到我爷爷辈，我们村就被邻村起了个绰号，叫“穿根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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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培臣大师出生在被誉为“民间王艺摇篮”的潮州，成长于木雕世家。
他文化程度不高，不善言辞，却真诚待人，是典型的传统手工艺人。
他采取“打腹稿”的传统做法，随心所欲完成创作。
但因其文化水平所限，要陈述创作经验和反映技艺、技巧表现与做法，实在不易。
这为《陈培臣卷》的成书造成不少的困难，幸好《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先行出版了“冯久和卷”
等为我编著此卷书提供了借鉴。
此外，笔者长期供职于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与陈培臣一家交往密切。
陈培臣少时到工艺美术研究所当艺徒，其户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手续都是笔者先后三次骑着自行车往
返意溪镇办妥的，陈培臣生活中的点滴琐事仍记忆犹新。
至于陈培臣的成长和近年创作上的辉煌成就，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为成书奠定了基础.在编著过
程中，蒙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陈俊荣院长以及该院蔡进潮、杨光远、陈少铭、陈志民、郑振强、陈
瑞全、陈树东等专家以及摄影家陈志强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谢忱！
陈培臣口述史的整理，得到热爱工艺美术事业的年轻研究者李煜铨的帮助，予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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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陈培臣卷》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存留大师档案，抢救珍稀技艺，呈现经典作品，传承民族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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