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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绛州玉雕，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新
绛这里又不产玉，怎么玉雕工艺如此精湛。这不
得不从号称“晋国三城”的古绛州说起，春秋时
期，这里曾为晋都。自春秋以来，绛州一直是晋南
的经济、文化中心，除了很多人文景观外，遗留在
民间的各类工艺品更是繁花似锦、五彩纷呈。

作为中国古老的雕刻技艺，绛州玉雕的特点
主要是一种加工的技艺，体现在传统古纹饰造型
和传统雕刻技法上。

窑头村的胡亚纬一家经过六代传承，玉雕传
统技艺于2012年成为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亚纬，因家里一直从事玉器制作，受到玉
文化制作的熏陶，毕业后在西安从事玉器销售和
专业鉴定工作。工作之余，他参观各大博物馆，喜
欢研究馆藏玉器的纹饰特点。因父亲胡振平常年
从事玉雕而积劳成疾，2007年，胡亚纬辞去优越
的工作，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玉器制作。

胡亚纬说：“每个时期的玉材质都有地域性，
而根据生产力方式的不同，纹饰也具有时代特
征。”春秋时期的玉器被视为尊祥之物，晋国是春
秋五霸之一，国力强盛、工匠云集，当时的玉器工
匠用精巧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制作出众多巧夺
天工的精美玉器。在今天的山西省各大博物馆
中，保存有大量精美的晋国玉器。

胡振平和胡亚纬父子俩，主要对晋南地区古
晋国玉器的纹饰和工艺进行研究和复制、创作。采
访当日，他们展示了一件帮民间博物馆复刻的晋
国龙。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十分耗时费力，6条玉雕
龙已经做了半年之久。“这些龙身上的蝌蚪纹，别
看纹路简单，走向是有讲究的，这代表了当时人们
对丰收的期望。前期设计是关键，是难点，后期打
磨也十分费时间。”根据玉料的天然颜色、特殊形
状、不同纹路，经过反复琢磨、精心设计，然后取
型、切割、刻线、细雕、打磨，最后才能制成一件精
美的工艺品。

“有时兴趣来了，思路开阔了，坐在那，一雕就
是一天一夜。”胡振平说。怎么用好传统技法呈现玉
石之美，一刀一刻都需要经验来沉淀，这便是绛州
玉雕的魅力之处。

绛州玉雕传承人胡亚纬:

匠心成就每一块璞玉

新绛县古称绛州，是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
这里便是山西南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不仅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而且手工业发达，素有“七十二行城”之称。绛州玉
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历史十分悠久。

2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新绛县龙兴镇窑头村的绛玉坊，采访
了绛州玉雕传承人胡亚纬，感受了绛州玉雕的工艺和文化魅力。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在
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还能坚持、坚守在这
条手工业道路上的人少之又少。

最早，绛州工匠雕刻的主要是当地汾河河
道的石英质玉，到明清时期，慢慢引进和田玉，
发展成了和田玉加工。胡亚纬说：“以前的玉料，
都是到新疆一斤一斤背回来的。小时候，跟着我
爸妈，坐大巴一走就是一个礼拜，很是辛苦。”一
路走来，过程虽艰辛，但他们始终热情不减，在
不断的研制中创新和提高制作技艺水平，传承
和保护绛州玉雕技艺。

选料。选料主要选用白润的和田玉或带有
天然沁色的和田玉。

设计。设计是雕琢玉器的关键。一般说来，
设计者根据玦度和玉料外形设计，选择适合玉
料特征的题材，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料；利用好颜
色和纹理，使其产生最佳效果；尽量摒弃玉件上
的瑕疵。

取型。根据所要制作的玉器，进行初步加
工，将毛料切割成块状或者片状。

粗雕。玉件勾好样后就可以粗取了，粗雕也
可称为做胚，即按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琢成形，
初步达到设计玉雕的基本造型。这一工序是整个
玉雕是否成功的基础，玉料一旦雕琢，就很难回
头，真可谓是覆水难收，所以雕琢之前要慎重。

细雕。玉粗雕出轮廓后必须经过细雕，才能
完成玉件雕琢的全部工序。细雕的目的就是对
玉雕造型进一步精细勘划，使表现的龙凤、飞禽
走兽等从轮廓状态进入精细流畅的富有传统纹
饰的细微雕琢的过程。

打磨。打磨是玉雕中非常重要而不可替代
的流程。无论你如何精细雕刻，玉件表面始终都
是粗糙的，显示不出玉石晶莹剔透的美丽，只有
完美的打磨才能使玉石表现出温润光洁的外
表，展现玉器的传统之美。

对胡振平父子而言，制作过程中的每一道工
序，每一个细节都要十分严谨，用心做到极致，
才能精致。所以，从玉料的选取设计、加工制作
到最后成品，都秉持着认真、耐心、悉心的态度
和精神。

父子俩一起共事，不是没有过分歧。在胡亚纬
看来，父亲一直专注自身玉雕技艺的提升，虽很多人
慕名而来求玉，但很少关注宣传和影响力，这是行不
通的。怎么才能提高人们对于玉雕文化的认识、扩
大绛州玉雕的影响力，这是他应该做的事。“仿古题
材的玉器，人们的审美不同，很多时候费工、费时、费
料做出的玉器，但不适合家庭收藏。”绛州玉雕怎么
跟上市场需求，是保护和传承下去的关键。

2018 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胡亚纬，深感传统玉
文化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衔接不上，毅然决
定回乡创业。他成立了新绛县绛典坊工艺品有限公
司，以非遗传统玉雕技艺为基础，运用传统纹饰和传
统工艺，选用上等玉料，设计制作古典纹饰的现代玉
器饰品，并为每件作品制作国家标准鉴定证书，成了
玉器制作行业的稀缺品种，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现在工作室的产品主要分为佩戴饰品和复古陈
设两大类，造型古朴，工艺精美。玉璧象征美好的意
愿，镶嵌在古风插屏中做玄关装饰；玉璋画做贺喜礼
物，寓意古时的“弄璋之喜”；喜鹊登梅笔筒，寓意好
运连连；碧玉关公像，关公文化与玉雕文化完美结
合，弘扬忠义精神……将传统工艺和文化，融入现代
玉器饰品中，在继承中有创新，作品多次获得省市各
类奖项。

“因为纯手工的缘故，无法量产。怎样在保证工
艺精雕的基础上，实现产量化，更好地传承绛州玉雕
技艺？”胡亚纬坦言，这也是自己眼下在解决的问
题。现在的胡亚纬，除绛州玉雕市级非遗第二代传
承人的身份外，还担任新绛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协会秘书长，为绛州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贡献一
份力量。

□文/记者 薛丽娟 图/记者 卫行智

传统技法再现玉石之美

匠心精神传承玉雕文化

精美文创绽放时代光彩



















































▲精雕细刻

▼玉色可“餐”

▼父子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