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莒县68岁村民刘春江“弹奏”美妙乐曲

刻瓷27年，千余件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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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嘭”清脆而又响
亮的声音从莒县寨里河镇上
麻峪村传出来，宛如一首美
妙乐曲，“乐曲”的弹奏者是
今年68岁的刘春江。41岁时，
他“偷”学了刻瓷手艺，这一
刻就是二十多年。

6月19日下午，在寨里河
镇上马峪村的一个院子里，
刘春江坐在一张四方桌前，
上身一件军绿色短袖，下身
是西裤，脚上是皮鞋，一副老
花镜架在鼻梁上，左手扶着
小刻刀，右手的小锤子轻轻
敲打。

说起当时学习刻瓷还

有些不好意思。1 9 9 2年，4 1

岁的刘春江带着孩子到外
地参加艺考，孩子考试时，
他在学校附近溜达，看到一
位艺人正在刻瓷，没想到这
一眼，让他与刻瓷结下了不
解之缘。

“年轻时候就学过采石
的手艺，自己也经常制作一
些小的艺术品。”刘春江说。
但41岁又开始学习一门新手
艺，难度可想而知，“那一眼
就喜欢上了，一定要学到
手。”刘春江说。

无师可拜，刘春江就偷
偷学，看明白了人家用的原

料和工具，弄明白使用方法，
自己回去后再仔细琢磨。刻
瓷与刻石头不一样，刻瓷是
个细活，稍不注意就会敲破
瓷盘。“有时候破碎的瓷屑打
到脸上出血是常事。”刘春江
说。

从一开始刻简单的图
案，到现在能刻国画、书法、
人物等6个系列的作品。20多
年的时间，刘春江就与刻刀
和瓷盘一同舞蹈。“我的作品
是为了展现日照风采的。”他
说。

27年，刻了一千多件作
品，现在刘春江的床底下，慢

慢堆积的都是刻好的瓷盘。
“怕碰碎了，就堆在床底下
了。”他说。

“刻瓷，坐不住就刻不
好。”刘春江说。他告诉记者，
刻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
能有任何分神，“一不注意就
会把盘子敲碎了。”刘春江
说。刘春江的耳朵里，塞着一
团棉花，“防止噪音。”他说。

这门“偷”学来的手艺，
刘春江并不担心失传，他的
孩子现在都能刻了，而且有
个城里的年轻人经常跑来跟
他学。”刘春江说：“只希望刻
瓷能一直传下去。”

刻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能
有任何分神。

刘春江的部分作品。

一件作品要经过千万次的敲凿，而力道过重的
一刀，就能导致瓷盘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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