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雕师李彦生半路出家，学而不厌成正果

玉雕，成就刀尖上的舞者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保珠

3月4日，记者在菏泽城区育才路
瑞石宅玉雕金镶玉工作室，见到李彦
生，他正在打磨一件仿古和田玉挂
件。在操作间里，有很多不同型号的
工具以及电机、水管、玉石等，中间是
一个凹凸的小石板，凹槽里面有些水
和灰泥，李彦生正拿着一把工具刀，
在打磨玉器上面粗糙不平的毛茬，同
时开着细小的水管，不停冲刷上面打
磨下来的废料。

“雕玉的工具型号有上百种，大
小不一，而常用的工具有30多种，制
作不同的玉器使用不同的工具。”李
彦生说，制作玉器手把件和挂件，使
用的工具相对较小，有的摆件还需要

钻机，“学习雕玉技术，首先要学会工
具的使用，这实际上与画画异曲同
工。”

玉不琢不成器，打造玉器第一步
要“审”玉石。据李彦生介绍，“审”的
过程有长有短，因为玉石的造型、玉
质、外皮、里瓤、纹路等各有不同，有
时很多顾客希望玉雕师尽快打造自
己心爱的物件，实际这个过程不能
急，如果玉雕师急于求成可能会造成
毁料的严重后果，“艺术品打造时，稍
有不慎会留下很多遗憾，为减少这种
遗憾，有时会把一块玉石搁置几年，
才进行创作。”

“审”过玉石后，第二步是在玉石

上画雕刻图案，然后是起型，根据图
案大小，用工具雕刻出大体轮廓，“先
易后难，大轮廓出来后，逐步深入打
磨，越细小的地方花费的精力越大，
一个小的挂件需要一周时间才能雕
成。”

对李彦生来说，雕玉最艰难的是
玉雕收尾阶段，如果出现“伤玉”、“死
结”，均很难处理。若失手造成“伤玉”
的局面，尚可进行补救，根据伤痕纹
理再打磨，出现这样的情况还好一
些；一旦遇到“死结”，这就像一个人
走进了死胡同，感觉没有了一点出
路，“把玉石搁置在一边，但要不停地
观摩、思考，我相信终究会想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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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彦生的工作室展台上，记
者看到弥勒佛、玉兔、怪兽等玉石雕
刻挂件，造型栩栩如生。李彦生雕玉
主要擅长手把件和挂件等。虽然曾
经从事教育工作，并半路出家，但是
具有美术功底的李彦生，用七年的
时间，成了菏泽一名技术精湛的玉
雕师，他的秘诀就是不断地学习和
领悟。

2000年，李彦生从菏泽学院艺术
系毕业后，在青岛打工两年后又回到
菏泽，主要从事美术教育，办美术班、
为高三美术生讲课，生活一直奔波不
定。迫于生计，2006年，经过一个朋友
介绍，李彦生到河南南阳学习玉雕技
艺。

“我从小喜欢动手，大学毕业后
也一直没有放弃画画，美术功底帮了
我很大忙。”李彦生说，到南阳学技艺
时，他非常幸运遇到一位国内一流玉
雕师傅，经过师傅简单指导后，花费
一个周时间打造雕刻出第一件玉器
作品——— 玉葫芦，“当时老师非常惊
讶和满意，没想到我能在短短一个周
时间雕刻出来作品。”

在南阳学艺一年后，李彦生回到
菏泽开店，开始经营玉器生意，此后
他还经常到苏州、扬州等地与玉雕师
傅切磋学习。

乱世黄金盛世玉，现在玩玉的人
越来越多，殊不知鉴别赝品和发现玉
石，也需要不断学习、积累。“世上没

有不能成器的玉石，只有不成器的玉
雕师。”李彦生说，很多看似玉石废
料，如果你能练就一双慧眼则能识
金，可以根据玉石本身杂乱无章的纹
理，制作出人意料的作品，这也需要
悟性，“往往这样的玉石料，还比较便
宜。”

2013年新春刚过，市场上和田玉
石原料价格涨势不断。“一块玉器，主
要成本包括原料和做工，这两样基本
上各占一半。”李彦生说，一个好的玉
雕师不会被玉石原料价格所左右，因
为玉雕师会备着少则三至五年的料，
多则几十年，这样就会很好地控制风
险，把大量精力放在玉雕技艺的研究
上。

人不学，不知义

玉不琢，不成器
2013年新年刚过，和田玉原料价格出现涨势，这在

菏泽玉雕师李彦生的预料之内。技术精湛的玉雕师，还
需要懂得控制原料成本，才能持久生存下去。

李彦生曾经从事教育行业，迫于生计，半路转行学
习玉雕，具有美术功底的他，在这7年时间，历练成了一
名技术精湛的玉雕师。“艺术创作无止境，现在我刚刚
在个行业里起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李彦生正在雕玉。

对玉

对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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