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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禮忠和恩師馮久和陳禮忠和恩師馮久和（（左左））合影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陳禮忠定期會帶學生們外出陳禮忠定期會帶學生們外出
采風采風，，從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從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
感悟生活之美感悟生活之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量材為用量材為用」」是陳禮忠的壽山石雕風是陳禮忠的壽山石雕風
格格。。圖為陳禮忠在個人工作室雕刻壽山圖為陳禮忠在個人工作室雕刻壽山
石雕作品石雕作品《《十里荷香十里荷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美石精工」，這是大多數人對壽山石
雕刻的傳統印象，即壽山石的材質越昂
貴，它的雕刻價值就越大。陳禮忠卻認
為，一百多種壽山石石種，無論是名貴還
是普通，樣樣都可以鐫刻成藝術精品的絢
麗瑰寶，關鍵在於藝術家是否有悟性和眼
力。

棄「唯材論」量材為用
陳禮忠擅長觀察和發現不為他人所重視

石種的獨特之美，善於將傳統石雕技法與
現代藝術創作相結合，勇於在題材和技法
上推陳出新，他提出「石無貴賤」的理
念，言外之意是他量材為用的雕刻理念。
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交流中，陳禮忠
一直在闡述着他的石材觀：「石因藝
顯，石無貴賤」。在創作實踐中，陳禮
忠摒棄「唯石材論」，最大限度地尊重
石材的自然美，在作品中傳達自己的情
緒和思想，創作出諸多以藝術而非材質
取勝的作品。

石頭生命 作者賦予
為了探尋「材」與「藝」的關係，陳禮忠
多次到海外參觀探索。他發現，文藝復興時
期的偉大作品多採用的普通的花崗岩，但卻
讓人歎為觀止。「是人的創作讓石頭有了生
命、有了價值。」陳禮忠表示，在藝術創作
過程中，應把人的價值放在首位，這才是工
藝美術發展的科學方向。為此，陳禮忠選用
多數藝術家不愛使用的、質地粗糙的石料創
作了荷、鷹、花鳥三大系列作品，不但突破
了傳統的寓意，而且賦予作品新時代精神，
擴大了壽山石雕的審美領域。
「比如《殘荷聽雨》，我用壽山老嶺石雕刻

而成，原石主體的黃色部分雕刻成枯殘的荷
葉和枯瘦的蓮蓬，我利用黑色雕刻成一隻兩
眼圓睜、精神飽滿的翠鳥，與略顯蒼涼的景
象形成鮮明對比，就讓作品具有了鮮活靈動
的生命力。」陳禮忠如是表示，「將壽山石雕
從石材中解放出來，對壽山石雕目前在面臨
資源枯竭境況下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

陳禮忠珍藏有一張照片，照片拍的是他
的作品《武夷晨曲》，而背面正是金庸題
詞：「陳禮忠先生妙技，瑰巍奇山，鬼斧
神工」，落款「金庸」。陳禮忠說，這張
照片是2005年時，時任中新社香港分社總
編輯周景洛，因工作緣故訪談金庸時遞給
金庸老先生的。
陳禮忠回憶說，當時周景洛之所以把作

品照片給金庸，是因為「想把家鄉的壽山
石雕作品，展示給他看看」，當得知雕刻
者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雕刻家時，金庸
說：「我要寫幾句話，鼓勵鼓勵他」，之
後欣然提筆，於是有了照片背後的題詞。
世界再嘈雜，匠人的內心，仍是安靜、

安定的。在每件作品中，陳禮忠傾盡心血注入人文情懷的濃
郁韻味，他堅定地認為，真正搞藝術的人不能只做匠
人，每一種藝術形式都要有一種靈魂在背後支撐。
「這十幾年，金庸老先生的題詞一直激勵着我前
行，每做一件事我都心無旁騖認認真真把它做
好，就像白楊一樣，只有枝幹少，主幹才能
茁壯筆直地生長。要經常提醒自己
牢記，雕刻的是石，磨的是
心，走的是人生。」

作為中國印章「四大印
石」（壽山石、青田石、昌化
石、巴林石）之一，壽山石產
於福州壽山鄉，1,500年前的南

朝發現並應用於工藝雕刻。2006年，壽山石雕刻
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壽山石的石質、石色、石形、石紋均極豐富，以田
黃石料身價最高。壽山石雕題材廣泛，有人物、動物、山
水、花鳥等品類，有「上伴帝王將相，中及文人雅士，下親
庶民百姓」的藝術魅力，深受鑒賞家與收藏家好評。

壽山石為珍稀石材，其資源管理在近數十年一度處於無序狀態，導致
開採過甚，給石雕造成不良影響。目前許多老藝人年事漸高，壽山石雕後
繼無人，面臨失傳，亟待搶救。

資料來源：新華社及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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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激勵 不止於匠

談及當代的壽山石雕藝術，絕對繞不開傳奇人物——現年50歲

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壽山石雕代表性傳承人陳禮忠，其作品

《春聲賦》8年前首次亮相上海世博會便驚艷世人，被譽為當代最

年輕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他，個人展先後走進國家博物館和中國

美術館。從18歲踏入壽山石雕行業，32年時光靜水流深，陳禮忠

至今仍經常提醒自己，雕刻的是石，磨的是心，走的是人生。近年

來，陳禮忠將很大的精力投入到非遺的傳承和帶徒上，他提倡藝術

家要用作品表現時代的烙印，要懂得在繼承中創新，才可以為後人

留下偉大的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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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石雕：
四大印石 魅力非凡

獨愛秋荷 悲憫生死

老嶺石老嶺石
5050××6060××3535厘米厘米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052005年年77月月11日的日的《《澳門日報澳門日報》》發表發表
了金庸老先生給陳禮忠作品了金庸老先生給陳禮忠作品《《武夷晨武夷晨
曲曲》》的照片背面題詞內容的照片背面題詞內容。。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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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禮忠位於福州秀峰路一個小區僅
有七八平米的石雕工作室內，戴着

眼鏡、身着工作服的陳禮忠正在潛心雕鑿
以「春、夏、秋、冬」為主題的系列硯台
石雕作品。一旁的案台上擺放着幾盞枱
燈，周圍散落着長短不一的手鑿、卡鑿、
錘刀等各類工具。「已經雕刻整整兩年
了，預計今年全部完成後會舉辦個人『百
硯大展』。」陳禮忠說。

自小鍾情 拜藝名師
陳禮忠早在18歲就踏入壽山石雕行
業，自己的成長離不開故鄉一方水土的
浸潤和涵養。福州鼓山腳下的秀嶺村因
從事壽山石雕的人員多，被稱之為「石
雕之鄉」。由於舅舅在石雕廠上班，陳
禮忠從小就獲得不少殘次品石雕作「玩
具」，並逐漸產生興趣。
初中畢業後，陳禮忠在父親安排下到木
模廠學做木工，同時跟着舅舅學石雕。
1988年，福州長城寶石廠招工，20歲的陳
禮忠報考被錄用，並有幸結識享負盛名的
壽山石雕大師馮久和。不久之後，他便辭

職拜其為師，一心一意學藝。

五年精雕 驚艷世博
終於，2010年，在上海世博會福建館，

陳禮忠大型壽山石雕作品《春聲賦》以
「鎮館之寶」的身份，亮相在世人面前。
這件由整塊重約600公斤的名貴高山雞

母窩石雕刻而成的精品，展現着一鳳一
凰與560隻形態各異的小鳥，環繞在一棵
挺拔蒼勁的不老松身邊或棲或飛。
陳禮忠為了這件作品，花費了整整五

年時間。完成後，著名作家陳章漢為其
起名《春聲賦》，一舉脫穎而出，並賦
詩：「石本無語，而觀者覺其有聲。信
乎雕藝精運，可以亂真矣。」數年後，
陳章漢再次由衷讚歎：「陳禮忠的文
心，把我們的文心也吸引了。」

帶徒傳藝 要求超前
近年來，陳禮忠將很大的精力投入到

非遺的傳承和帶徒上，他發現傳統傳習
方式和學院教學方法都有各自的優勢和
弊端後，就有意識地注意二者的互補互

助，並對學生們進行相應要求。陳禮忠
表示，「非遺應扎根在傳統的生活文化
中，要致力於讓非遺重現生活活力，當
代青年傳承就要提升對非遺傳統認知和
熱情，為非遺項目找到新的目標。」
2017年12月，「壽山石藝——陳禮忠
壽山石藝術傳承展」在國家博物館舉行。
陳禮忠表示，這不僅是他被評為國家級工
藝美術大師這些年藝術探索和實踐的展
示，也是他帶徒傳藝成果的匯報。
陳禮忠提倡藝術家要擔當起傳承文化

的使命，用藝術作品表現時代的烙印。
「我的老師馮久和先生著名的花果籃作
品，直到現在還在不斷地被人模仿。作
為雕刻初學者，學生時代借鑒大師的作
品是無可厚非的，可要懂得在繼承中創
新。我們是一個單獨個體，可以學習前
人的雕刻技巧，但也要雕刻出屬於自己
時代的作品。只有不斷創
新，不斷超越前
人，才可以為後
人留下偉大
的作品。」

老嶺石老嶺石 3838××3838××5555厘米厘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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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禮忠亦鍾情於桀驁不馴、睥睨天下的蒼鷹，成為他創作的主攻方向之
一。特別是《春聲賦》創作之後，波折的經歷促成了陳禮忠獨特的藝術語
言，即追求荒寒野性與雄強霸悍的審美情趣。

豢鷹生情 傾注作品
陳禮忠雕刻鷹，親自豢鷹數十載。《家．天下》是陳禮忠用老嶺石創

作的鷹題材作品之一。2006年夏天，他應邀去東南亞訪問，其間接到家
中急電，告知在他離家的十多天裡，一隻雄鷹大概對他產生眷戀和依
賴，竟然不吃不喝，生命垂危。得知此事，他毅然提前回國，可惜也沒
趕上看牠最後一眼。在雕刻《家．天下》時，他強忍悲傷，將對蒼
鷹的摯愛深情傾注在作品裡，產生動人心魄的力量。

如果說以鷹為藝術形象的作品凸顯了陳禮忠的靈性，那麼歌
詠秋荷風采的作品則顯示了他的詩意。在陳禮忠的刻刀之下，
秋荷總是和飽滿的蓮蓬、靈動的翠鳥、橫行的螃蟹相互依
伴，於枯敗中點綴生機。隨着人生閱歷的豐富和對生命榮枯
的思索，陳禮忠對荷花的關注逐漸從夏荷的喧囂轉向秋荷
的寂靜，「心之所向，自有我風骨」。「他突破了傳統
荷花吉祥富貴的寓意，注入了一種悲憫和關切的情
懷，在看似殘缺、枯萎、衰敗的景象中塑造了一種
內在的生命意識。」新任中國美協主席范迪安曾
對陳禮忠的作品作出如是評價。

陳禮忠陳禮忠個人簡介個人簡介
陳禮忠，又名冠森，出生於1968年9月，福建省福州市人，師從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馮久和先生。現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壽山石
雕福建代表性傳承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
等。代表作品有《春聲賦》、《嘯震滄海》、《春日》、《家．天
下》、《守望》、《長相廝守》、《禽王天倫》、《呵護》、《留
得秋荷聽雨聲》等。
2010年，陳禮忠作品《春聲賦》被選送上海世博會作為福建館

「鎮館之寶」展出，為其投保一億三千萬元人民幣。多件作品收藏
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中國工藝美術館等重要機構。

雞母窩石雞母窩石 7878××5656××140140厘米厘米
上海世博會福建館鎮館之寶上海世博會福建館鎮館之寶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春

聲

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