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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徐良 文/摄） 日前，俄罗斯列宾美
术学院院长谢苗·米哈伊洛夫斯
基、常务副院长安德烈·斯利亚连
科以及该校教授沙文·亚历山大一
行，在市教育局有关领导的陪同下
考察了宁波美术馆。

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宁波
美术馆积极引进俄罗斯艺术家作
品展给予高度赞扬。他深入了解了
宁波美术馆在公共教育、学术研究
等方面的工作，并表示希望双方能
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开展多层面的
交流合作。

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一行随
后参观了宁波美术馆艺术家工作
室、各大展厅、艺术品商店，重点参
观了正在展出的“国立俄罗斯博物
馆典藏——莫伊谢延科作品展”和

“俄罗斯当代油画优秀作品展”，并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吴永良和李焕
民两位甬籍名家的个人艺术陈列
厅。一行人还在莫伊谢延科作品
《胜利》前留影，并给宁波美术馆留
言：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列宾美院是俄罗斯美术教育的
最高学府，也是现在世界上为数不
多的坚持传统艺术教学的专业学
校，曾培养出许多世界知名的美术
家。对此，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表
示：“世界上很多学校在从事后现
代艺术，比如绘画、雕塑等教学纷
纷放弃了写实的绘画基础，但是我
们一直把写实主义坚持到现在，这
就是我们办学上最为主要的风格。
我们还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会写实
的哲学思想。”

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
“传统艺术需要保留下来，传统艺术
也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艺
术的源泉。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知道
我们擅长的就是传统艺术，并且能
够把它做得很好。如果看到某种风
格流行就放弃自己擅长的领域，那
么学院的发展一定不会长久。传统
艺术教学就是列宾美术学院经久不
衰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所有微小
调整都是以此为核心的。”

据悉，这次谢苗·米哈伊洛夫斯
基一行来甬考察，是应宁波市教育
局的邀请，旨在拓展列宾美术学院
与宁波在艺术展览和教育等方面
的国际合作。根据计划，今年下半
年，列宾美院将在宁波美术馆举办
作品展览和艺术教育研讨会。

不管多忙，高公博坚持每天早上练字习画。这是他从五年前
开始的“晨习”，即利用早晨6点至8点的时间，每日一书一画。高
公博认为，书画艺术与雕刻造型是贯通的。在用书画美学理论充
实和开拓雕刻技法的同时，以雕刻创作的思维学习书画艺术，两
者的融合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高公博告诉记者：“我的创作体会是，中国画的泼墨法会不断
把人带入崭新的意境。受此启发，我的劈雕艺术也在‘似与不似’
间寻找另一个切入点。以势造形，以形取神，继而以神来之笔强
化劈纹的特殊肌理效果，就能充分发挥物体的空间张力，并且把
创作的思维融化在意象之中。”

他也总是这样告诉他的徒弟们，务必要有坚定的信念，懂得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并不是别人走你也走，而是在别人停下来时
你仍然在走”。要用自己长期积累和磨炼而成的技法钥匙，去打
开传统艺术规律中的金锁，从中探索奥妙、发现规律、取得突破，

“有梦就去追，会有一片天”。
几十年来，高公博就是这么坚持的。从经历了传统木雕到根

雕、劈雕、意雕艺术的开拓，再到取一百个国家的木材创作木雕系
列作品《百国之木》，高公博正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他
认为，只有走在执着的道路上，才能真正脚踏实地。

作为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高公博把创作的视野投向世界。
他从2013年确定创作木雕系列《百国之木》，至今已收集到了全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木材，以每一个国家的木材来构思并创作最
能反映该国面貌的木雕，截至目前已完成了40多件作品，如反映
巴西的《企鹅的故事》、柬埔寨的《吴哥印象》、丹麦的《拇指姑娘》
和索马里的《渴望明天》等。

灵感总是在不停的思索和寻找中获取的。高公博把现代审
美意识比成“弓”，把传统技法比成“弦”，而把独到的创新思维比
成“箭”，并且这样理解：当我们张开现代审美意识这张有着无比
力度之“弓”时，应当去借助传统技法这根底蕴韧固的“弦”，就能
够把独到的艺术思维之“箭”射向遥远而深邃的空间。

艺术传承最需要

工匠精神
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访谈

人物简介
高公博，男，1949年出生，

高级工艺美术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亚
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

高公博具有极为丰富的
创作想象力和高深的艺术造
诣，为传承、保护、利用和发展
我国黄杨木雕事业做出了显
著的成绩，并相继开拓了黄杨
根雕、黄杨劈雕和黄杨意雕艺
术，是中国工艺美术木雕行业
界公认的代表人物。

2016年，高公博受聘为宁
波十二位文艺大师之一。

列宾美术学院院长
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
考察宁波美术馆：

传统艺术教学
就是我们的
核心竞争力

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重复过去，而应创造未来。所谓传承，
并非简单地从前辈手中接过技法传递下去，而是在学到前辈技法
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思维与创造，用力向前推动。这种推动，才是
艺术的生命所在。

如今，高公博先生仅在宁波就有几十个学生。“只要愿意认真
地求教，踏实地努力，我都可以无私地教他们。”他说。高公博尤
其强调工匠精神不能忘怀，每个人都应该以“工匠之身”出现在工
艺美术行业中，经历长期的积累与磨炼，让“工匠之心”融进自己
的创作之中。

宁波文艺大师工作室的职责之一，是促进宁波文艺人才的培
训和传承。2017年底在奉化举行的为期一周的“高公博文艺大
师非遗传承研修班”上，他就组织了木雕艺术讲座、木雕创作理念
引导、现场传授技艺及学员作品评析等活动，同时要求参加的学
员每人完成一件作品。由于50多个学员来自不同岗位，有工艺
美术行业从业人员、浙江纺织职业技术服装学院的学生等，技术
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培训以实践操作为重点，边学、边干、边领会，
以实操促理解，以理解提技能。

在学习期间，高公博采用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注重
根雕理念与雕刻技艺的紧密结合。针对学员们雕刻水平参差不
齐的问题，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用一对一重点指导的方法，
加深了学员们对根雕理念的认识。经过6天的学习培训，每位学
员在木雕理念和雕刻技术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

一位名叫田平项的学员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高老师在本
次研修班实践操作时不厌其烦地教我进行作品的修改，告诉我如
何让这个没有生命的木头变得栩栩如生，令人感叹木雕艺术的博
大精深。高老师在授课中还讲到如何开拓思维、打破传统、树立
创新精神，让我这个普通雕刻工匠豁然开朗，受益匪浅。特别是
让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它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坚
持。”

记者 陈晓旻/文 周建平/摄

谈艺术传承：最需要工匠精神

谈艺术创作：坚持并开拓创新

■文艺大师谈艺录

反映东帝汶的《母子情深》

反映奥地利的《润物无声》

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左二）一
行和宁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左三）
在莫伊谢延科作品《胜利》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