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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雨涵

创作历程
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个‘山花奖’我等了八年。”
田洪波感慨道。此前，他的作品曾
连续四届入围“山花奖”终评，此
番终于如愿以偿，他感到分外激
动。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张娜娜表示，此次获奖是对作
品深刻思想性和高超技术性的肯
定认可，更是对作者在民间艺术
道路上不懈追求的精神褒奖。

“山花奖”始自1999年，是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民间
文艺大奖，属于我国文艺界的最高
奖项之一。本次摘取“山花奖”桂冠
的《那个年代系列作品》，在一枚枚
小小的桃核上面，采用了圆雕、浮
雕、镂空、镶嵌等手法，创作了《满
载而归》《马拉车》《大丰收》《红色
匠心》《恋》五件匠心之作。

田洪波介绍，这套作品创作横
跨十年之久。“有些是我在学习核
雕初期构思出来的题材，但那时我
的技艺和水平达不到，一直没有创
作成型。比如《大丰收》中的那个拖
拉机，我是在搜集了许多有关拖拉
机的资料之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才创作出来。它采用了两个桃核，
车头和车斗中间的连接和真实的
拖拉机是一样的，拖拉机上的机械
零件、轮胎花纹也都清晰可见。”

《满载而归》这件作品中，在长
度仅3厘米的桃核上，田洪波精细
地雕刻出来一家五口赶集归来、其
乐融融过大年的场景。男人面带微
笑推着木质独轮车，车轱辘还可以
转动。车上妻子怀抱小孩，小孩手

拿灯笼在逗车下的小狗……丰富
的元素繁复又有序，生动地呈现出
一个丰盛年的场景。

日勤其业
对自然之美不断参悟

作为潍坊人的田洪波从小学
习美术和雕塑，毕业后进入当地的
老字号——— 潍坊嵌银厂工作。在嵌
银厂展厅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潍坊
核雕，大为震撼，由此便彻底“钻”
进这门手艺中去了。

田洪波学习之初的上世纪90

年代末，潍坊只有四位老师傅在做
核雕，风格偏于粗犷简练，没有市
场几近失传。田洪波只能自学成
才。他和几位热爱核雕的年轻人一
步步研究，在技法上进行提升，在题
材上进行拓展。如今，潍坊从事核雕
艺术的人员已经发展到一两千人。

桃核表面都是纹理和孔洞，无
法机雕，必须采用纯手工雕刻。“桃
核雕最大的特点是讲究随机应变，
没有两颗完全一样的桃核，创作者
需要借用桃核本身的纹理，手、脑、
核为一体。所以说桃核雕是人与自
然完美结合的艺术。”

田洪波的核雕构思精妙，根据
桃核独有纹理结构，在传统潍坊核
雕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更加注重
作品的层次布局与精雕细琢，深受
业界认可。目前，市场价格最高的
田洪波单件作品超过20万元。“现
在核雕市场发展很不错，有了市
场，有了收入，传承就不是问题，会
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展望山东
并非“一花独放”

在本届“山花奖”评奖中，除了

田洪波的获奖作品，山东省还有济
南莱芜区长勺锣鼓艺术团表演的
广场歌舞《长勺鼓乐》、青岛胶州
市文化服务中心表演的广场歌
舞《乐翻了天》、刘好军的民间文
学作品《棘洪滩民间故事集》、孙
华友的民间文学作品《真正的

“风水宝地”》、刘锦波的蛋壳黑
陶作品《雨滴》、崔艳的木雕作品

《莲生》和赵世华的民间文艺学
术著作《青州农民画艺术研究》7
件(部)作品入围终评。

多年来，山东制定出台了一系
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间艺
术繁荣发展的政策举措，有力促进
了山东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近年
来，山东省文联高度重视文艺精品
创作，认真贯彻落实“齐鲁文艺高
峰”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把“做人的工作”和“推动
文艺创作”深度贯通起来，深入挖
掘、整理民间文艺资源，通过搭建
展演平台、发挥评奖导向作用、加
大扶持培训、积极宣传推介等多
措并举，积极推动历史题材、红色
题材、新时代现实题材民间文艺
精品创作。同时，探索建立民间文
艺拔尖人才培养机制，重点发掘
培养有潜力的民间工艺中青年优
秀人才，加强专业扶持与引导，努
力推出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引领
性的民间文艺精品力作。

据悉，山东省民协今后将持
续深化民间文艺研究阐发，不断
加强民间文艺品牌建设，办好特
色品牌活动，讲好新时代山东故
事，深入持续开展“强基工程”民
间文艺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
等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让更多的
民众接触民间文艺、感受民间文
艺的魅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山东艺术家田洪波获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十年匠心，浇灌“山花”烂漫
一枚小小的桃

核，也能负载时
光 变 迁 的 宏
大 命 题 。方
寸 之 间 ，呈
现 万 千 气
象。近日，第
十六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
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
由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推
荐、田洪波创作的核雕作品《那个年
代系列作品》，荣获第十六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
术作品”，这也是山东民间艺人连续
两届获此奖项。在本届“山花奖”评
选中，山东8件作品入围终评，呈现
出山东民间文艺百花齐放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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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梁晓燕

为拿下“咬人”的大漆

五年没回家过春节

“制作漆器工艺，要能吃苦、有耐心、

恒心、耐得住寂寞，一件漆器需要几个

月，甚至一两年才能制作完成，其中的辛

苦一般人很难体会。”刚刚获得“山东手

造大工匠”荣誉的李程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从正式拜师学艺开始，他已经做好

了准备，拿下“咬人”的大漆。

李程从小就听说“大漆会咬人”，

大漆是漆树的一种分泌物，生漆干燥

前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能引起过敏

反应，但干燥后却不会引起人的不适。

而大家所熟知的“漆”彩，是在恒温恒

湿的环境中涂漆百遍，每次上漆厚度

均匀一致，通过描绘、剔刻、推光等工

艺，使漆器光彩照人，这一过程极其考

验“手上功夫”。
2002年，李程从西安美术学院毕

业后，来到福建拜师学艺。让他印象最

深刻是最初学艺的时光，他白天在工

作室学习操作，晚上为了便于观察漆

的干燥和变化，就拿个凉席睡在工作

室的地板上，半夜爬起来加班是家常

便饭。

即便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真正

接触大漆之后，他还是低估了其“威

力”，不仅全身肿痒，面部在强烈的过

敏反应之下，严重时肿得眼都睁不开

了。“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撑到完全适

应了。这是大漆从艺者必须挺过的难

关。”李程回忆道，13名同时来跟师傅

学漆的同学，因为受不了大漆过敏的

煎熬，走了11人，只有他和另一位来自

安徽的师兄坚持了下来。

“在福建学艺八年，我五年没有回

山东老家过春节，当时就一心想要把

这门手艺学精、学透。”李程回忆说，

他的吃苦耐劳和虚心好学得到老师们

的认可，恩师纷纷将手中绝技传授于

他，他逐渐掌握了大漆修复工艺和漆

器技术。

经过多年攻关，李程研发了大漆

修复干燥的新工艺，解决了干燥时间

慢、修复周期长的技术难题；掌握了文

物修复行业领先的大漆修复技术，在

全国经过推广，大大提高了漆器文物

修复行业的技术水平。应用该项创新

成果，他带领团队为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在内的文博单位，修复了国家二

级文物等重要器物。

返乡创业再出发

带动近6000人就近就业

作为山东漆器技艺代表性非遗传

承人，李程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返乡创

业。2021年4月，李程回到菏泽，投资
500万元创办山东漆器艺术馆，这也是

山东省首家漆器髹饰技艺的传习基

地，是一处集收藏展示、非遗传承、研

发销售、手工研学、人才培养为一体的

推广漆器文化艺术场所。该艺术馆常

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每年可接待10
万多名大中小学生开展传统文化研学

和手工艺技能培训，填补了山东漆器

展览馆的空白。

“漆器是具有八千年历史的国之

重器，我作为第六代漆器非遗传承人，

将漆器发扬光大是我的使命与责任。”

李程说，返乡创业的宗旨是将非遗技

艺融入现代生活，在这一目标驱动下，

他和团队在齐鲁文化、郓城特色的漆

器产品开发方面下足了功夫。

结合当地文化，李程研发了12大
类上百个花色品种的漆器，产品有小

到漆画、漆盘，大到漆屏风、漆壁画、漆

家具制作。为推动行业发展，他积极搭

建平台，筹集资金召集省内生漆与漆

器行业相关专家学者、大师工匠和非

遗传承人，召开山东漆器产业发展论

坛，提出《山东漆器产业复兴十年计

划》，为推动山东漆器产业复兴作出突

出贡献。

让李程感到骄傲的是，近年来通

过省级工友创业园这一平台培养了

9 0 0余名乡村工匠，累计辐射带动近

6000人就近就业，成为返乡创业带动

就业的先进模范，依托“非遗+研学+漆
器艺术馆+人才培养+文创中心+电商

直播”的复合运营创新模式，李程实现

了用手工技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梦想，

未来他将为推动山东漆器产业复兴继

续前行，努力将山东手造“李程漆艺”

打造成为山东漆器产业第一品牌，谱

写山东手造的“漆”彩华章。

山东漆器髹饰技艺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李程

刻刀雕琢非遗绝技，“漆”彩赋能乡村振兴

李程，山东梦艺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漆器制
作工，高级技师；山东漆器髹饰技艺代表性非遗传
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曾获“国家艺术基金青年
艺术创作人才获得者”“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手
造大工匠”等荣誉。

李程出生于漆艺世家，是李氏家族漆器第六
代传人，二十余年钻研漆器，致力于大漆修复的研
究与大漆文化的传承推广，研发行业领先的大漆
修复干燥新工艺，极大地提高了修复行业的技术
水平，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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