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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张来喜，1961年出生于扬州。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中国漆艺委员会委员、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研究员级高级工艺师、省级“非
遗”传承人等。领衔复制故宫檀木龙椅，
在红雕漆领域拥有三大专利作品。日前，
他作为“非遗”专家出席了在宁波展出的
扬州漆器精品展。

进入工厂之后，张来喜被安排在方开玲手下
学徒。方开玲是扬州漆器厂第一代老艺人孙国
权的高徒，在技艺上既传承了老一辈艺人的传
统，又融入了新时代的特征。这对于刚刚入行的
张来喜来说，获益匪浅。

张来喜清晰地记得，学徒要先从磨刀开始学
起，而且这一磨就是三个月的工夫。张来喜说：

“磨刀其实是为了磨炼人的耐心。刀磨不好，雕
漆肯定也做不好。刃口要磨得薄，磨得平，每天
下班前，还要将磨好的刀呈给师傅检查。一开始
我总磨不好，挨了不少骂。”

为了磨一把好刀，不仅需要用力平稳，就连
呼吸也要注意，手磨掉皮更是常有的事。终于，
三个月磨刀期满，师傅开始教授基本功。从最初
的涂漆到底纹制作，每一道工序张来喜都学习了
一遍。此后，从最初的锦文雕刻到简单的花鸟制
作，张来喜都能很快上手。别人要用两三年才能

完成的学习，他在几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基
本掌握了技巧。有一次，漆器厂厂长来车间视察
工作，看到一件牡丹小花瓶雕工精美，牡丹花瓣
饱满舒展，就召集了全车间的工人们前来观赏，
并询问出自哪位老师傅之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来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
回报，他的作品连厂长都以为是老师傅的手艺。

其实张来喜能够将一朵牡丹雕得如此传神
生动，和他的美术功底是分不开的。在工艺美术
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还专门向许从慎大师修习国
画。“当时许从慎并非我们的任课教师，而是由学
校专门请来讲授书画课的。听了他的课后我很敬
佩许从慎的学识，于是通过旁人介绍，拜许从慎老
师为师。当时，许老师独自在扬州生活，我到老师
家中帮他打扫房间、做饭做家务。后来，许从慎老
师被我的好学精神所打动，便把国画技法倾囊相
授，也使我的美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用刀法展现山水意境
——记雕漆大师张来喜

扬州雕漆，古称剔红。它工艺繁
复，巧夺天工。每件精美的作品都要
靠着工艺师手中的刀具，经过几个月
甚至几年慢慢雕刻修整而成。如果算
上上百道涂漆的工艺和后期的打磨，
那么完成一件作品往往需要两三年时
间。 记者 陈晓旻

有一次，张来喜在扬州饭店门口看到两只2
米多高的瓷器大花瓶，上面的图案叫做《江山一
览》，以长江为线，串联起中国多个城市的标志性
景点。张来喜看了之后，萌生出做一对红雕漆大
花瓶的想法。

他向厂里领导汇报后，立刻得到了重视。厂
里成立了专门的制作小组。三个前辈师傅带张
来喜一个年轻晚辈，共同制作这对雕漆花瓶。

他和师傅方开玲一组，负责其中一只花瓶的
制作。在整只花瓶的制作过程中，除了南京的中
山陵景区，其他基本上均由他一人完成。张来喜
不知不觉中将竹木牙雕和玉雕的技艺融入其中，
采用了平、起、凹、圆、纯、淌等手法，涉及线雕、浅
雕、深雕等多种技艺。一些技巧是前人没有尝试
过的，等局部完工，与前人的一对比，发现风格有
了明显变化。

作品历经数年，最终完工。站在这对红雕漆
大花瓶前的张来喜，忽然从内心中涌起一股强烈
的自豪和骄傲。那一刻，他坚信自己能够在这条
艺术的道路上走下去。这对《江山一览》作品
1990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一等奖。

《江天一览》的成功让张来喜领悟到：制作雕
漆不应因循守旧、走古人的老路。他想在雕漆上
面表现更广泛的故事题材，创造更新颖的造型。
雕漆艺术品一般都是平面和圆柱形，一天，张来
喜突发灵感：扬州玉雕中山籽雕作品已经出类拔
萃，如果运用到雕漆工艺当中会怎样呢？

他和多年的搭档、工艺美术大师张宇商量后
一拍即合，决定以山籽石料为胎，雕一件立体的
摆件。原材料哪里去找呢？他们干脆到河里去
找石头，然后让工人搬到厂里来。

张宇大师提出以“东山对弈图”为题材。图
中既要有崇山峻岭、松柏古树，又要有小桥流水、
嶙峋怪石，还要有棋枰桌椅、人物几许。可是，怎
么给不规则的形体起画稿呢？他们想到一个方
法：给石头脱胎的时候，做两个，一个脱好胎后直
接涂漆；另一个则糊上纸，直接作画，画好后，再
一块一块揭下来贴到涂好漆的胎上雕刻。

终于，这件以天然山籽石料为内坯形、运用
重峦叠嶂飞瀑流淙的山水画构图、采用夹纻工艺
的红雕漆山籽雕《东山对弈》完工了，成为扬州漆
器中雕漆山籽雕之首创佳作。

张来喜不仅在题材构思上下工夫，还揣摩出
一套独特的技法，通过刀法表现山水画笔墨效
果，使硬质的“刀”带有软质“笔”的视觉效果，画
面刚柔相济，丰富了雕漆的表现力。作品既灵动
飘逸又古朴典雅，远望如中国山水，意境独绝。
《秋山无尽》笔海便是红雕漆和中国画意高度融
汇的一件作品。

“红雕漆山籽雕”与“红雕漆笔海”后来成功
申请了国家专利。扬州红雕漆，这个古老的手工
艺在张来喜手中迸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石壁溪水》《云壑松风》《溪山访友》《湖山叠
翠》《秋山无尽》《惠风和畅》……因为红雕漆的工艺
复杂，所以张来喜一两年只出一件精品。因为这些
获奖作品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也为了弘扬
古老的大漆工艺。2008年，张来喜成立工作室，
带了14位徒弟。他对徒弟的要求是，必须专业学
校毕业，并且能够坐得住、肯钻研，还需要有一定
的文学艺术底蕴。尽管要求很高，但是徒弟们都
干得不错，他说：“我自己也每天和他们一起干活，
手把手地教，言传身教才能有效果、出成绩！”

从小跟着父亲雕鸟笼

张来喜，1961年出生在扬州的“大宅门”里。
张来喜的祖父是做生意的，地产木材，皆有涉
及。祖父文化水平不高，却是个偏爱古玩的人，
成箱成柜的字画、精巧绝伦的古董、明清时期的
木牙玉雕，在家中随处可见。张来喜从小就喜欢
看这些东西，眼界自然不低。

张来喜的父亲爱玩，特别喜好养鸟，不仅在
扬州，就连在全国的养鸟圈内，提到“扬州姓张
的”，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因为父亲为人慷慨
好客，外地来的鸟友，都安排住在家中。一到节
假日，家中庭院里挂满了鸟笼，“文百灵武画眉”
特别热闹。

他父亲不仅善于养鸟，还善于制作鸟笼，特
别是用来养百灵的“拉笼”，做工繁复，上下拉伸，
堪称绝品。读书闲暇时，张来喜就喜欢跟着父亲
做鸟笼。鸟笼上面还有一些简单的图案，比如“二
龙戏珠”“鱼跃龙门”等，张来喜就学着雕刻，不久
就可以雕得像模像样的了。受家庭氛围熏陶，他
儿时就显露出在手工艺方面的天赋。

他父亲还是个有名的钳工。高考落榜的张

来喜也去了工厂工作，想成为父亲那样光荣的钳
工。但是一次不小心，他被铁锤压住了左手大拇
指。工友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但他最后还是截
去了右手的半截拇指。

这次的彻骨之痛，让张来喜心有余悸。当年，
扬州工艺美术学校和扬州技工学校在高考落榜生
中招收委培生。家里长辈们的意见，都想让他去技
工学校，学习一技之长，而张来喜因为害怕再和机
床打交道，下定决心报了扬州工艺美术学校。

张来喜回忆说，当时在扬州工艺美术学校学
业压力很大，两年内要学会很多内容。绘画基础
如白描、素描，还有美术理论都要学，而每一门功
课都很陌生，而且老师授课的节奏很快。所以感
觉学习时间总是不够用，那时，除了吃饭和上厕
所，他都不舍得浪费时间，非常刻苦。

张来喜的刻苦与好学，使得他在一百多名学
生中脱颖而出，也因此被挑选出来学习雕塑专
业，而他的雕塑成绩也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毕
业的时候被分配到当时很有名的扬州漆器厂工
作，正式成为一名红雕漆的小学徒。

当雕漆学徒从磨刀学起

制作雕漆不走古人的老路

红雕漆《东山对弈》摆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