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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朱炳仁大师与朱军岷大师
两代匠人“铜心协力”，以创新发展传统非
遗手工技艺为己任，以“让铜回家”为发展
理念，先后在杭州雷峰塔、峨眉山金顶、常
州天宁宝塔、台湾同源桥、G20杭州峰会
主会场、金砖厦门峰会主会场、上合青岛
峰会主会场、北京世园会主会场、泰国泰
华寺、隋唐应天门、普陀山观音法界、绍兴
大禹纪念馆等100多个传世项目中，留下
了百年传承五代匠心“以铜为歌”的时代
旋律。

“铜心协力”闪耀亚运

据了解，《千里江山图》是朱炳仁大
师与朱军岷大师献礼亚运的众多作品中
的一件。位于杭州市桐庐县的桐庐马术
中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专业马术竞赛场
馆，也是杭州亚运会马术项目的比赛场
地。“朱炳仁御马作品展”也在这里同期开
展，场馆内展陈的朱炳仁铜马体态敦厚，
马首昂扬，足部挺立，丰茂华美，形体流
畅，英气勃发，大有奔腾万里之势，为亚运
健儿助威鼓劲。而在杭州亚运会主媒体
中心展陈的则是另一件作品——《金松
迎客》，璀璨的金色松枝倾斜延伸，展现出
杭州作为东道主的热情好客之意，“迎客”

“陪客”“送客”的美好寓意喜迎八方来客。
朱军岷大师表示，第19届亚运会在

杭州举办，是杭州人民“家门口”的盛事和
喜事。办一届亚运，讲一段故事，留下一
段记忆。杭州的社会各界都在为盛会做
准备，作为在杭州成长起来的非遗匠人，
自己和父亲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
杭州亚运奉献一份贺礼。

据介绍，为了迎接杭州亚运会的举
办，朱炳仁大师还参与创作了多件杭州
亚运会限量版特许商品。

《心心相印·三连印》是由朱炳仁大
师与程淑美、李东两位大师联手打造的
亚运会特许纪念藏品，以杭州与亚运元
素为灵感，正面居中位置镶嵌“杭州亚运
会吉祥物”，中部为杭州亚运会主会场“大
莲花”，居中镶嵌和田玉璧和杭州亚运会
会徽标识，意为“金玉良缘，平安顺意”。

《东方盛典·亚运金镶玉璧》，由朱炳仁大
师和中国玉雕艺术大师张铁城首次跨界
合作，采用非遗铜雕技艺和金镶玉工艺，
正面集十大亚运体育馆于一体，中间镶
嵌杭州亚运会三个吉祥物，底座整体造
型创意来源于杭州西湖著名的苏堤和

“爱情桥”，寓意杭州亚运会为中国和世界
各国搭建起一座合作共赢的友谊之桥，
独具纪念意义。《亚运莲花尊》，融合了铜
器与青瓷两种技艺，以良渚文化中的玉
琮和神鸟纹饰进行创新演绎，将亚运文
化与传统文化结合得灵动生趣。《开运润
泽庚彩铜瓶》造型参照南宋越窑青瓷刻
花梅瓶，以六种亚运专属色彩在铜瓶表
面自由流动，形成莹润迷幻的全新色
界。《亚运中国象棋》由中国传统铜雕与花
丝工艺相结合，棋子精巧雅致，气韵天
成。《亚韵润泽系列》设计概念取自亚运元
素“曲水流觞”，以此传递出亚运会“欢聚”
的概念和以宋韵为代表的诗意江南生
活。

朱炳仁与朱军岷两代大师通过细腻
的艺术表达方式与独特的艺术构思，以
高超的非遗技艺，巧夺天工的工艺设计，

将传统铜艺与亚运精神相结合，让充满
时代生命力的传统铜文化为当代奥林匹
克亚运而歌，让中国铜文化的光彩与奥
林匹克的光辉闪耀世界。

继往开来“让铜回家”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文化自信的背景
下，中国工艺美术事业迎来了空前的繁
荣，传统文化强势回归，带动了整个文化
产业的复兴。工匠精神越来越受到重
视，匠人地位不断提升，工匠价值得到了
全社会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并愿
意为传统手艺与传统文化“买单”。当百
年老字号站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口，朱
军岷在接受采访时用“生逢其时”四个字
概括了当今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美好前
景。

2008年，朱军岷以父亲朱炳仁大师
的名字创立了一个全新品牌——“朱炳
仁·铜”。在多年不懈努力下，“朱炳仁·
铜”品牌在朱军岷手中运作起来，多家专
属艺术商店在全国遍地开花，文创产品
不断推陈出新，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
的关注，传统艺术以崭新的艺术表达方
式走进了百姓生活。

“我的父亲朱炳仁大师把铜做成了
艺术品，将匠人精神倾注于每一件作品
中，用自己无限的创意开拓了铜文化新
生的沃土。如今，以‘朱炳仁铜雕’为核心
的铜雕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在朱军岷眼中父亲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匠人。“父亲在中国铜文化的发
展中创作了众多里程碑式的传世名作，
其熔铜艺术更是打破了铜水在模具中的

束缚，让铜以一种自由奔放、充满生命力
和热情的形式破茧重生。作为新一代的
传承人，我更想做的工作是‘让铜回家’，
让铜雕艺术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公
众对于铜文化的视角从仰视变为平视，
让铜以百姓的语言去装点百姓的生活。”

如今，“朱炳仁·铜”作为新国货的代
表，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在
朱军岷看来，好的产品的背后，是匠人匠
心对于“美好生活”永不满足的追求。“使
用是最好的保护，消费是最好的传承。”朱
军岷表示，作为新一代传承人，我深知自
身责任的沉重，既要传承老一辈的大国
工匠精神，又能担负起创业创新的历史
使命，挖掘我们老手艺中的现代活力。
在产品开发和品牌拓展上，“朱炳仁·铜”
在坚守百年匠心传承的同时，也不断用
时代语言和当代美学去丰富作品的表现
形式。

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2022年度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杭州朱炳仁铜艺股
份有限公司（“朱炳仁·铜”）榜上有名。

“朱炳仁·铜”在朱炳仁大师和朱军岷大
师两代匠心的努力下，目前已发展成国
内生产规模最大、工艺齐全、最具品牌
影响力的工艺美术领域“领头羊”品牌
之一。作为一家由传统制造业转型升
级而来的文化企业，“朱炳仁·铜”一直
深耕艺术版权领域，截至目前已拥有著
作权作品登记证书 73项、软件著作权 5
项、外观专利 43项。与此同时，“朱炳
仁·铜”还注重版权产品的效益转化。
企业一方面积极开拓线上传播渠道，在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社交
平台进行营销推广，通过直播、众筹、云
展览等方式探索产品版权展示的新路
径；另一方面在线下开设浙江朱炳仁铜
雕艺术博物馆、上海 M50 朱炳仁艺术
馆、、重庆铜屋朱炳仁艺术博物馆等艺
术中心和 100余家非遗生活体验馆，全
面展示自有文创产品与艺术品。

朱军岷表示，互联网新的传播模
式，极大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
进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了
解到了传统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涵及艺
术魅力。匠人们通过直播平台可以实
时分享自己的创作过程，展示传统工艺
技法，在创作中及时获得网友的反馈信
息及建议，这种“足不出户”的互动体
验，为传统艺术的新生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设计灵感。

以技强业 古艺重光

多年来，在朱炳仁大师与朱军岷大
师两代匠心传承的共同努力下，“让铜回
家”的美好愿望逐渐成为现实，“朱炳仁·
铜”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让传统铜文
化走下庙堂，走出小众收藏领域，面向更
广阔的大众世界，将跨越千年的铜文化
推向新时代的美学巅峰。

“如今，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中国工艺美
术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黄金时
期’。在这伟大的时代，我们当代匠人一
定要坚定文化自信，弘扬工匠精神，用精
湛的中国工艺，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朱军岷大师对记者说：“父亲已经近
80岁的高龄，还在不断地进行创作。用
自己的身体力行去践行祖辈对于工匠精
神的执著和对于实用艺术极致的追求，
这种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也在时刻鞭
策着我。我至今还记得，跟着父亲在古
老的建筑里运用新技法进行创作，淳朴
天然的铜在他的敲打声中，仿佛穿越了
千百年的中华历史长河，在当代发出龙
吟虎啸般的时代之音，沉睡了多年的铜
文化正在一代代匠人的敲击声中苏醒。”

2018年开始，朱军岷大师参加了杭州
第二轮“薪火传承——工艺美术大师带徒
学艺”长期带徒（三年期）和短期授艺（一
月期）计划，不断为非遗铜雕技艺传承厚
植青年人才，为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

朱军岷大师看到有些乡村手工匠人
的事业发展举步维艰，他带领“朱炳仁·
铜”在浙江松阳、常山等地，相继建立了匠
人馆和工作室，用全新的设计理念与技
艺，帮助他们实现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通过开设专业化的培训，让乡村手工匠
人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艺术作品，
精准施力做好艺术扶农与文化兴农。

采访结束时，朱军岷大师对记者说：
“我是一名‘铜五代’，同时也是一名创业
者，更是工艺美术行业里不断进取的‘赶
考者’。我们这一代匠人的使命，就是传
承老一辈的大国工匠精神，担负起创业
与创新的时代使命，不断挖掘老手艺中
的现代活力。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能接过‘朱炳仁·铜’的小小铜锤，沉下
心来磨练技艺，共同推进传统工艺和民
间艺术的发展创新，一起将铜雕技艺这
项中华民族优秀非遗手工艺不断传承和
延续下去。”

朱炳仁大师与《东方盛典·亚运金镶玉璧》

铜雕技艺 献礼亚运
《千里江山图》等多件作品凝结朱炳仁、朱军岷两代铜雕大师创新传承

日前，在第 19届亚运会的亚运村技术官员村的文化小屋里，一幅以“熔铜”技艺制成的

《千里江山图》吸引了众多贵宾和记者的关注。该作品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为蓝本，将青绿

山水和千年铜文化结合，尽显中国非遗技艺之美。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之子、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朱军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这幅在亚运村亮相的铜制《千里江山图》，凝结了‘朱府铜艺’五代的匠心传承与我们父子两

代匠人的技艺大成。其设计灵感取材于宋代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面中群山围绕，

意境雄浑壮阔，气势恢宏，山形秀丽壮美，层峦叠嶂，群山相接。朱炳仁大师用高温琅彩工

艺，将高温的熔铜凝固为山，选用矿物颜料绘制上色，复原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原作青绿

山水的清秀雄健，也展现了出了中国千年铜文化与百年非遗技艺的文化魅力。”

□ 本报记者 贾淘文

朱军岷大师作品朱军岷大师作品《《金韵竹寿金韵竹寿》》 朱军岷大师作品朱军岷大师作品《《金翎锦绣金翎锦绣》》 朱军岷大师作品朱军岷大师作品《《灵鹤献寿灵鹤献寿》》

□ 贾淘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加快建设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
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
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
科 技 人 才 、卓 越 工 程
师、大国工匠、高技能
人才。

工匠精神是时代
精神的生动体现，折射
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
精神风貌。目前，轻工
行业从业人员 3500 万
人，其中，技能劳动者
超 1 千万人，高技能人
才 超 300 万 人 。 累 计
鉴定工种 144 个、近 60
万人。技能人才在轻
工各行业发光发热，为
建设轻工强国贡献着
举 足 轻 重 的 积 极 力
量。过去五年，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总人数发
展到 640 人，省级大师
超过6千人。

在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主办的三届中国
工艺美术博览会的宣
传工作中，我接触到了
很多工艺美术大师与
大国工匠。在采访中，
我不仅被绚烂多彩、巧
夺天工的工艺美术精
品的艺术魅力所震撼，
同时也被艺术品创作
者 敬 业 执 着 、锐 意 创
新、开拓进取的工匠精
神所感动。无数工匠
大师，为中华优秀传统
手工技艺的繁荣与发
展 做 出 了 不 懈 的 努
力。工匠精神通过精
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精
品呈现在世人面前，赋
予了“中国精神”更加
生动，更加鲜活的艺术
表达方式。

在采访中，我发现
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
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独
处 过 程 ，一 件 优 秀 的
艺术作品来自于大师
工匠内心与双手在沉
默 中 的 共 同 创 作 ，因
此很多工艺美术大师
都 不 善 言 辞 ，面 对 采
访都会表现得不知所
措。“我说的不太好。”

“我讲个意思，你理解一下。”“我当时
也没什么想法。”成为我在采访中听到
最多的话。

为此，我将采访的侧重点定位在
倾听大师工匠讲述个人的心路历程
上，以拉家常的形式进行采访。采访
中，我更关注的是人，在无数荣誉光环
下的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我们伟大祖国
建设中的平凡劳动者。他为什么会成
为大师？他为什么能够坚守着事业？
他内心中最深刻的印象和最大的追求
又是什么？成为我采访了解的重点。
我认为，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情感，挖掘
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这就是初心最好
的体现。

去年在满建民大师雕漆艺术工作
室负责人、满建民大师之子满山的采
访中，面对大师辉煌的艺术成就，与展
厅内精美绝伦的雕漆艺术品，我开门
见山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让您
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父亲，您会用哪
个？”我记得，满山脱口而出的答案是

“亏心”。
满山对我说：“老爷子一辈子不讲

吃，不讲穿，每天带着几个包子或者一
个饼就开始一门心思地创作。他对自
己很‘亏心’，但是他对雕漆这门艺术
却一点儿也不‘亏心’。可以说，他把
毕生的心血和经历全部投入到了雕漆
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当中了。虽然‘亏’
了自己，但却实实在在地守住了这门
老手艺。”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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