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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手工金属雕刻与工匠精神（上） ! 刘源隆

新中国成立后，奖章、勋章的大量
需求为手工金属雕刻，这一1856年
在中国生根的古老工艺造就了生长的
沃土。然而，每一种技艺都要与时代磨
合。显然，在与便捷、快速的电脑雕刻
对垒中，最后一批金属雕刻工匠败下
阵。手工金属雕刻是否就此消失，还是
在经历阵痛后获得新生?

! ! 坐落在北京西部的某电脑数控
雕刻机厂，每天都接待很多客户参
观。去年 !"月，记者走进这家工厂
的厂房，当时工人正在演示操作一
台雕刻机，把设计好的 #$图纸输
入电脑，机器启动，透过机床的玻璃
罩，里面的机械臂高速运转，不时还
自动更换刀头。很快，一个云龙纹图
案的模具就雕刻完成。在参观者们
一片惊叹与赞扬声中，也有人发现
了问题，雕刻出的模具虽然精微细
密，但透视关系并不准确，显得并不
十分生动。

如今这里的雕刻机已在全国
广泛应用，它的迅猛发展，完全打
败了一项古老的工艺———手工金属
雕刻。
原解放军 !"%"证章厂，这一曾

经直属总政治部的工厂，自成立之
初就承担着各类军功章的制作。原
厂长周体良对于金属雕刻有着很深
的了解，“电脑雕刻现在是大势所
趋，它太便捷也太精细了，但是相比
手工雕刻，总是欠缺一种韵味，无论
如何都称不上艺术。”在他看来，从
技术角度或许电脑可以替代手工，
但是这一工种蕴含的“工匠精神”的
传承缺失，却是社会的遗憾。

铁杵成针：
工艺美术中难度之最
自明朝中叶，中国的商品经济

不断发展，催生了银两制度。但直至
清代，这一制度一直不完善，各地银
两成色质量标准各异，这就使大量
的机器铸造的标准化外国银元得以
在中国流通。
清咸丰六年，公元 !&'(年，清

政府终于意识到外国银元在华自由

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便开始
仿效墨西哥鹰洋开铸银元。上海首
先产生了地方货币银元———“上海
银饼”。“上海银饼”是中国历史上最
早应用手工金属雕刻模具，再压制
而成的。“可以看出上面的文字极其
俊秀，笔锋犀利，这要求雕刻者拥有
深厚的书法修养，电脑标准字无法
达到这种境界。”
从此“手工金属雕刻”这一堪称

雕刻中最难的工艺便引入了中国，
此后它被普遍应用在钱币、徽章、军
装等领域。
很多人会将这种工艺与“金属

錾刻”混淆。前者的目的是剔刻出
“模具”进行金属产品的批量生产，
后者是在金属工艺品上直接进行敲
打成型，而难度也就此产生。周体良
说：“‘金属雕刻’的对象是钢，属黑
色金属，‘金属錾刻’的对象是金、
银、铜等有色金属，钢的硬度比金银
铜要硬多了) 而且雕刻需要在钢材
上剔除出图案，所用的工具得比钢
还硬，錾刻是用錾子敲打软金属，工
具要求较低。像木雕、核雕用刀子就
能刻了。”

而如何制作所用的錾子也就成
了金属雕刻第二大难点。
金属雕刻需要的錾子得是合金

钢材，在旧中国，物资短缺，没有标
准钢材的生产供应。“当时的老工匠
们，一般都去废品市场买旧弹簧，将
其锻打、拉直，做成各种形状的錾
子。当时也没有砂轮，打磨弹簧钢，
需要在磨刀石上一点点地磨，真正
是‘铁杵磨成针’。”那一个工匠要打
磨多少把錾子才能雕刻呢*“至少得
有上千把形制各异的錾子才能保证
在钢上雕刻出各种图案和文字。光
是制作錾子一项，其过程就极为漫
长，往往要靠师徒几代人的积累。”
此外，这些錾子中除了几十种

基本形状是标准的，其余都要工匠
发挥想象力，去发明新的錾子，这样
才能雕刻出新的图案。老话讲“没有
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可以说一个
工匠发明的錾子种类越多，它的手
艺也就越高。

学而不厌：
铸就经典的“三大勋章”
自 !&'(年手工金属雕刻在中

国生根，随后社会动荡、战争频发，
直至新中国成立，奖章、勋章大量
的需求给这一工艺造就了生长的
沃土。
清光绪年间，诞生中国历史上

第一枚勋章———双龙宝星勋章 )北
洋政府时期的宝光嘉禾勋章、文虎
勋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勋
章、采玉大勋章等等这些工艺精湛
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最高
荣誉，这也让从事这一行当的工匠
们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工匠，
“当时这些工匠们都在银楼、印铸
局、军工企业里工作，所有工匠中只
有他们在工作时不穿工作服，而穿
着丝绸的大褂，吃饭也是和掌柜的
同桌用餐。”
金属雕刻工匠的地位在新中国

成立后仍旧受到极大的重视。'%年
代中期，国家根据这些工匠手艺的
高低，为他们评定工资和级别。第一
名陶炳衡，工资 +"(元，跟毛主席工
资相当，可以说是手艺人里的顶级。
第二名恽金秀，工资 #&'元。第三名
刘振均，工资 !%"元，而当时普通的
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 多元。

“这些顶级的工匠，从旧社会到新中
国一直是单位里地位超然的人物，
这就造成了他们技术越高脾气越
大。”周体良感慨道，“他们非常不好
相处，领导都得捧着他们。”
但这些牛脾气的人，在面对不

了解的领域，却显现出极大的谦
逊。!,'%年，为满足新社会对于美
术方面的需求，中央美术学院成立
美术供应社。工匠们得到和美术界
大师一起工作的机会。供应社设肖
像股，吴劳、周令钊等为首的画家，
绘制肖像油画)塑造股，包括泥人张
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参与国徽设计
的雕塑家郭效儒制作各类雕塑)还
有就是徽章股，由金属雕刻世家出
身的刘振均从事模具雕刻工作，他
们之间通力合作、相互学习为新中
国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
''授勋时的“三大勋章”。!,'!年，
中国工业设计的奠基人郑可，带着
当时最先进雕刻设备从法国归国。
!,'"年，国家将这些机器交予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徽章股和红旗
证章厂，联合成立北京证章厂。!,'#
年北京证章厂便开始着手制作“三
大勋章”。
“‘三大勋章’由周令钊、常沙

娜、张光宇等美术大家设计，郭效儒
塑版，郑可的徒弟伍仕汉手工机雕
模具，刘振均与恽金秀手工雕刻修
模才得以呈现。”原北京模具厂雕
刻工匠、刘振均的弟子刘燕群根据
师傅的回忆说道，“这一由美术家
与工匠的合作，可谓‘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使‘三大勋章’成为难以超
越的经典。”

" 上海银饼!!!中国手工金属雕刻的开端

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 ! ! ! ! ! ! ! ! ! ! !二十二"化古为新

曾有学书者问周慧珺：“书法创作中什么
环节最重要？”她讲了则有趣的故事：“高速公
路上有两辆车因为些微的擦撞，两位驾驶员
一言不合，就在路边打起架来。这两位驾驶
员，一位是普通人，另一位则是知名空手道冠
军。交手不到数分钟，结果出来了，空手道冠
军输了！许多人因此大惑不解，有人道出了空
手道冠军输的真正原因。原来空手道冠军有
个习惯，就是不打头部，腰部以下也不打。可
是普通人没有学过空手道，因此，没有受到制
度与规定的束缚，直直一拳就击在空手道冠
军的鼻梁上，冠军就此倒地不起。”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说明想象力比知

识更为重要，书法创作亦然，不要被技法所约
束，要充分发挥自己想象的能力。法无定法，
然后知非法法矣。有坚实的基本功，熟练掌握
运笔技法后，就要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打破条
条框框的束缚，勇于创造自我的个性。
周慧珺的作品正因为有了创新而给人以

强烈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做作的、以自
己厚实的功力和充溢在笔尖的感情所作的
“创新”，一种不用高声叫喊也能起到振聋发
聩作用的“创新。”在对待创作的问题上，周慧
珺有她自己的理解。她认为个性强烈的艺术
家，风格的形成一定会早于一般人，用心搞艺
术的人必然会把自己的综合素质体现在她的
作品里，形成其特殊的风格。但风格会随着年
龄、学识的增长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需要
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同于戏剧中的
“变脸”，可以在瞬间完成。周慧珺本人创作生
涯的嚆矢也是在她苦苦摸索书法曲径四十余
年后才有所领悟而形成的。

清代诗人赵翼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人生逾百年不易，数百
年之事更是难料。周慧珺对于书法，从蒙昧到
热爱并为之倾注一生的心血，走过了一个不
短的过程，她在自序《书道苦旅》一文中曾为
此作过叙述。尤其是在碑帖稀少、书法理论尚

处在讨论技法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
造”、“流行”等词语对周慧珺来说闻所未
闻，遥远得如望星空。周慧珺不知“创新”，
无意“流行”，却在不久以后成了“创新”与
“流行”的代言人。这种不期而工的心态使
得周慧珺的书法作品中始终充溢着理性

与激情的完美结合，使她的作品丰满并具有立
体感。她的墨迹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冲击，跳
跃腾挪的节律、出乎常人意料的造型，均使人
过目不忘。她的笔下所表现出的粗重与空灵、
厚实与淡雅，无不说明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探入了自己的创作境界，纵横捭阖。
综观中国书法发展史，千百年来能在历

朝历代占一席之地的大书家，没有一位不是
“创新”的典范。李北海高叹：“似我者俗，学我
者死。”苏轼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
不践古人，是一诀也。”黄庭坚有言：“随人作
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作真。”石涛名句：“笔
墨当随时代。”其实，创新并非简单地否定前
人，而是一种延展与发扬。
周慧珺本就是一个敢于不断自我否定、自

我进取的书法家，在她的心目中碑帖合一既是
理想也是目标。所以，她才会毅然而然地做了
自我否定，把自己的视野和触角深入到北碑之
中，作品给人以刚强雄浑的面目。同时，在内质
中还不时隐隐地透露出妩媚的意味。这就说明
在她的心目中，书法的创造是书法发展生生不
息的源动力所在。她对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表
现手法极为关注，会长久地驻足观看。她始终
认为书法创作本来不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
而是以表现自己为最终目的的。
周慧珺自己也曾将书法的创作实践过程

形容为一张心电图，她说：“头脑中的想象、
构思，一般很难与实际创作求得一致。一旦
将构思好的东西写于纸上，往往会变成与想
象完全相背离的作品。今天，我们追求高深
莫测的激发和无限的精神性，主观希望取得
高雅的结果，而实际是很难做到的。书为心
画，书法创作能把作者的全部姿势赤裸裸地
暴露出来。作品就是作者的生活经历、思维
行为的记录，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示明天的
生活方向，这应是作者的一张诊断准确的心
电图。”

经历了“与古为徒”“出帖入碑”之后，周
慧珺终于“化古出新”，终成一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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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中英南京条约

正当英军攻占吴淞的时候，又有兵船十
五只、兵士二千五百人由印度赶到长江口增
援，这使英军兵力大为增强。英军在派船多
次探测长江水道之后，于 (月 "#日退出上
海，-月 (日起自吴淞口沿江西驶，&日过常
熟福山口，!%日过江阴鹅鼻嘴，!#日过扬中
山关，!'日已进抵镇江江面。

镇江正在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
上，是当时南北交通的要地。这里也
有旗兵驻防，临时又调川、鄂两省绿
营兵增援，共计兵力五千余人。和乍
浦情形一样，旗兵副都统海龄拒绝外
来援军入城，令在城外作战，自己率
领旗兵一千余人守城内。英军于 -月
"!日上岸进攻，在首先击退城外守
军之后，攀梯攻入城内，旗兵到这时
不得不拼死应战，结果死伤五百余
人，海龄自杀，英军也死伤一百八十
五人，镇江只经过几小时战斗就告失
守了。镇江对岸的扬州，守兵只有数
百人，防务极为空虚，地方绅商自动
筹银五十万元送交英军，作为购城
费，得免战祸。

镇江失守的消息伟到北京，道光
帝更感惊慌，急忙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鑑等
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再令他们赶快向英军
求和，并明说只要英军停止进攻，所有前在天
津所提各项要求都可承认。
镇江过后，英军于 &月 +日驶抵南京城

外的下关。南京在当时是仅次于北京的重要
城市，有将军德珠布率领旗兵三千人驻防，临
时又调鄂、赣等省绿营兵四千人来此，但牛鑑
认为“守御殊无把握”，只有求和一条路好走。

&月 ,日，英军在南京上岸准备攻城，形
势紧张万分，伊里布首先赶到，耆英也随后赶
到，当即会同牛鑑向英军接洽停战议和。&月
!"日，璞鼎查提出和议条件，限定须一字不
易地接受，如不接受，即行攻城。!+日耆英等
答复全部接受，英军停止进攻，退回船上。

!&+"年（道光二十二年）&月 ",日，清朝
政府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鑑与英国全权
代表璞鼎查，在停泊南京下关的英船康瓦里
斯号（./01234456）上签订南京条约，签字时船
上升起中英两国国旗，并鸣炮二十一响。

南京条约一共十三条，它的主要内容是
这样的：
（一）由清朝政府赔款银二千一百万元给

英国；其中包括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内扣除扬
州赎城费五十万元），鸦片价款六百万元，洋
行商人欠款三百万元。第一期先付六百万元，
其余限四年内分期付清。

（二）清朝政府永远割让香港全岛给英
国。
（三）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

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允
许英人携带眷属居留和自由来往，
并设立英国领事馆。

（四）所有进出口货物关税税
率，由中英两国协定。又进口货物既
经缴纳关税以后，即允许中国商人
自由运销内地，沿路不得加重征税。
（五）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

一概用平等式。
（六）在清朝政府付清第一期

赔款以后，英军即行撤退；但留驻
在定海和鼓浪屿两处英军，须等到
全部赔款付清和通商口岸开放后再
行撤退。

南京条约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第
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南京条约，清朝政府除
了割地赔款以外，还承认英国侵略者得在中
国享受各种特权。就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中
国开放五口通商，并取消以前在广州实行的
洋行专利制度，从此英国资产阶级可以在中
国市场自由销售他们的商品，任意扩大他们
对中国的贸易；这样就摧毁了中国这个封建
大帝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基础，破坏了中
国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第二，
中英两国协定关税税率，中国不能自由加减，
这就使得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完全失去保
障，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可以顺利地在中国实
行不等价的交换。英国侵略者就是这样用不
平等条约束缚中国，一步步地逼迫中国走向
半殖民地的道路。
再有，中英战争本因鸦片问题而起，但南

京条约对鸦片问题不提一字，战后鸦片公然
无税进口，而且输入数量仍然年有增加，如
!&'%年输入达五万三千箱之多；因而烟毒流
行更甚，白银外流也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