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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弘扬工匠精神 雕刻精彩人生
—— 记 全 省 劳 动 模 范 、省 级 非 遗“ 怀 仁 刻 瓷 艺 术 ”代 表 性 项 目 传 承 人 麻 渊

本报记者 赵福胜 符烨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劳动者只
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
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
就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天地，在劳动中体
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朔州市怀
仁传统陶瓷技艺传承者麻渊就是这样一
位践行者。

怀仁陶瓷历史悠久，始于春秋、兴于
辽金、盛于明清，有“惟陶埴一枝，独擅北
方”的美誉。出生在这里的麻渊，从小就
受陶瓷文化的熏陶，他在选择职业时把目
光投向陶瓷行业，从陶瓷工厂最基层的模
型工做起，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钻研技
术，致力于对怀仁传统刻瓷技艺的传承发
展，先后荣获“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山
西省陶瓷艺术大师”等荣誉称号。今年，
他又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发扬工匠精神 潜心陶瓷工艺

2000年，麻渊进入怀仁县城关镇陶瓷
厂工作，从学徒工做起，凭着天赋和努力，
短短几年就成长为技术骨干，期间他利用
大学所学的美术和电脑知识，首次将电脑
设计引进到陶瓷模型和效果图设计，大大
加快了新产品的开发进度，深受客户好
评。之后又分别进入华艺陶瓷公司、中瑞
陶瓷公司担任设计室主任，负责新产品的
开发设计工作。他设计的陶瓷酒瓶被山
西汾酒、陕西西凤酒、新疆伊利特酒、贵
州茅台酒等国内多家知名酒厂采用, 为所

在陶瓷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置身陶瓷工艺美术世界，麻渊总是不

断探索寻求突破。2008年，在北京故宫博
物院的一次参观考察中，麻渊被一组刻有
乾隆皇帝御制诗的宋代瓷器所震撼，同时
也被这一神奇的技艺深深吸引。他反复
观摩，流连忘返，从上午 10点到下午 5点
闭馆，水没喝，饭没吃，仔细欣赏琢磨那十
来件精美作品，从此与“刻瓷”结下了不解
之缘。

回家后，他着了魔似的寻找有关资
料，从有限的文字介绍中获取基础知识，
置备工具，开始实际试验，敲敲打打不得
要领。不久，找到一段介绍刻瓷的电视
节目，如获至宝，从这段简单的介绍示范
中，他反复操作，逐渐入门。他深知，掌
握一门技艺必须得到老师的传授。经过
陶瓷行业朋友们的帮助，结识了清宫御
用刻瓷师傅的第六代弟子夏昆进老师，
专程前往北京拜师求教，全面系统地学
习这门技艺。

师傅领进门，提高在个人。麻渊牢记

老师的教诲，苦练基本功，十几种手法反
复训练，在分别掌握的基础上综合提高。
他结合自己的美术基础，用刻刀在瓷器上
作画，但想要在上面表现生动的绘画、书
法作品那真是难上加难。麻渊坚持一个
信念，那就是多操作，动脑筋。他联系朋
友从陶瓷厂收集可以练习的废品盘，一篓
一篓的空盘抬进院，一篓一篓的刻瓷盘抬
到垃圾点。

夜深人静的时候，麻渊家南房的台灯
下，他忘我地刻、勒、钩、皴、磨，叮叮当当、
吱吱扭扭不绝于耳，上房的家人也早就习
以为常了。可是，一家有学生的邻居终于
忍不住提出了“抗议”。回首过去的寒来
暑往，日日夜夜，麻渊面对无可奈何的邻
居笑了，挑出一件自以为最好的作品送给
邻居。歉意而释然地说，感谢你，这么长
时间对我无声的帮助。

2012年麻渊毅然辞掉了陶瓷厂优厚
的工作，创立了朔州市第一家刻瓷艺术工
作室，全身心地投入到刻瓷艺术的研究
中。麻渊潜心钻研，在学习研究传统刻瓷
线刻技法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多次前往
淄博、景德镇等地学习观摩，充实丰富技
法，不断融汇运用他人长处，将绘画的笔
墨、西画的造型、光影的表现方法，融入到
刻瓷艺术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作
品内容涉及人物、花鸟、山水各大题材，表
现风格尽显工笔、写意、版画、油画、摄影、
雕塑多种艺术特色，金瓷合一，气韵生动，
深受人们喜爱。

坚持守正创新 传承非遗文化

工作室成立以来，麻渊在研究和制作
刻瓷艺术品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传统陶
瓷艺术的传承，定期举办刻瓷艺术培训
班，向青少年宣传普及刻瓷知识，培养青
少年热爱传统艺术和学习传统艺术的兴
趣，为怀仁陶瓷培育后续人才。

刻瓷是中国陶瓷文化中的一门独特的
技艺，起源于乾隆时期，有着300多年的历
史，宫廷中设立的“造办处”，就有专职的刻
瓷艺人。“传统刻瓷采用特制工具在陶瓷器
皿上，镌刻出山水、花鸟、动物、人物、书法
等花纹再赋以墨彩，既有洒脱的书画笔墨
之韵，又有浓厚的金石篆刻之趣。现代刻
瓷除保留了传统线刻技法外，更加注重中
国画的笔墨、神韵和西方绘画的光影，融于
刻瓷艺术中，刀法灵活多变，作品远观有笔
墨淋漓的水墨妙趣，近看又有气势磅礴的
刀迹刻痕，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
冲击力。”麻渊介绍说。

麻渊的工作室以保护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怀仁刻瓷艺术”和开发陶瓷
文化产品为使命。经过多年钻研，麻渊将
文化历史元素与现代元素、观赏性与实用
性、大众消费与中高端消费相结合，研发
出多种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时代特点的
陶瓷文化文创产品，被评为“朔州市陶瓷
行业名优产品”。山水、花鸟、人物……他
甚至还把壁画的艺术与刻瓷艺术巧妙地
融合，让一根根特殊的“笔”在瓷器上“跳
舞”，给陶瓷赋予了新韵味。其作品在全
国工美和陶瓷行业展览比赛中屡获大奖，
成为国内多家艺术馆和个人争相收藏的
香饽饽。

如今，“怀仁传统刻瓷技艺”已经成为
第六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麻渊也成为这项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2016年工作室被省人社厅授予“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021年成为首批省
文旅厅认定的“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工作
室”，2023年工作室又被省总工会命名为

“传统工艺（手艺）大师创新工作室”，其个
人先后获得“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三晋
技术能手”、“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
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朔州市“劳动模范”、

“ 朔州工匠”、等荣誉称号。
如何更好地传承刻瓷技艺，培养更多

的青年一代传承人，麻渊认为推进非遗进
校园、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是解决传承问
题的一种有效途径，他还在朔州陶瓷职业
技术学院建立了刻瓷艺术工作室，同时被
受聘为朔州工匠学院工匠导师、山西文化
旅游职业大学工美技艺导师，在学生中系
统传授刻瓷技艺和理论知识，希望可以更
好地将刻瓷技艺传承下去，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一件精美的刻瓷艺术品，仿佛一个美
妙的精神世界。一位精益求精的工艺美术
大师，永远传承着智慧和勤奋的工匠精
神。现在，麻渊的工作室开发的刻瓷作品
已逐步向日用茶具、文具延伸，他还会经常
去收集一些“怀仁窑”的碎瓷片，如何让传
统的“老技艺”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完美融
合，是他当前研究的新目标。加强刻瓷艺
术与文旅相融合，推进非遗产品进景区，把
具有代表性魅力的民族特色旅游产品作为
提升景区品位的重要元素，既有效延伸了
旅游产品链，也让非遗项目得到了活态传
承。麻渊的工作室还将不断创新研发，创
作出更多具有地方元素的文创产品。

麻渊说，荣获“山西省劳动模范”这一
殊荣，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鞭策。今后他
将紧紧围绕怀仁市“品牌立瓷、科技强瓷、
文化兴瓷”发展战略，积极承担起弘扬陶
瓷文化，传承陶瓷制作技艺的历史使命，
继续与朔州工匠学院、朔州陶瓷职业技术
学院以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方式，让更多大
师走进校园，传承工匠技艺，为陶瓷传承
发展积累人才，持续擦亮“中国北方日用
瓷都”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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