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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常常被看成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人对玉的崇拜和赏玩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约8000
年以前。在翡翠从缅甸进口到中国之前，软玉一直主宰着中国的玉器市场。翡翠最初进口到中国的
时间还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之一，但很多人都认为不晚于明朝。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翡翠一直都是在民间进行交易。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统治中国期间，
她开始倾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罗高品质的翡翠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老太后掀起的这股翡翠热潮很快就
在皇亲国戚中蔓延开来，以至于后来所有上层人士都开始热衷于翡翠的收藏。到了1908年左右，
翡翠已经成了北京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里卖价最高的玉石品种。从那以后，翡翠和软玉在中
国的玉器市场上开始平分秋色。

三维玉雕的代表：山子

很多西方人对诸如手镯、戒指、素面等翡翠首饰都很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中国的能工巧匠还将翡
翠制作成大型的雕刻摆件。这种摆件被称为“山子”。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摆件旨在保
留玉料原有的形态。相比于其他翡翠加工方法加工出的产品，山子恐怕在利用材料方面是最高效的，但
同时它也是制作起来最费时且价格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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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通常被加工成素面来作镶嵌之用。很多高品质的素面翡翠价值连城。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妈祖玉器提供。



工匠们当然也用其他方法来制作翡翠成品。有些人将翡翠原料切片后在上面进行浮雕，然后再组
合成整套的作品。这种加工方法可以让同样重量的原料产出更多的成品，同时还可以提高成品的透
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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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挂件，装饰件和手镯等是市场上常见的翡翠制品。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妈祖玉器提供。

这是一件典型的翡翠山子。这件作品基本保留了原料的外形轮廓。翡翠山子通常要进行三维空间的雕刻。这件作品的体积硕
大，即使从远处观看也让人震撼。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妈祖玉器提供。



要制作山子，工匠们需要外形理想的且比较大的翡翠原料。符合条件的原料很难找到并且不易运
输。制作山子的时候还经常需要几个工人一起工作，而且设计制作一件作品的过程往往也很长。在
过去，只有那些皇亲国戚和大富之家才能够享受玉山子，特别是那些体积庞大的作品。这样一来，
山子就不再只是一种装饰品而成为了一种权利和财富的象征符号。

翡翠山子常用的雕刻主题包括风景、植物、传统吉祥符号、传世国画精品等等。主题的选择完全
取决于原石本身的外形轮廓和颜色等因素。对翡翠进行设计和三维雕刻所用的工具和方法都是从软
玉加工领域借鉴过来的。

原料的采购

2013年6月间，美国宝石学院一行人参观了中国南方的一些翡翠加工交易中心。在广东省四会
市，作者得以认识了妈祖玉器的董事长郑文水先生和他的好朋友方兴春先生，方先生是精玉满堂翡
翠艺雕厂的掌门人。他们两位热情地接待了笔者一行人并向我们展示了一件正在加工的玉雕作品。

这件作品所用的原石是两位先生在2004年的缅甸翡翠公盘上获得的。这件原料是一块更加巨大
的原料的一半。另一半至今还留在缅甸。这块带回国的原料重8吨左右，他们回来之后将此料又分
成两份。其中的一半就是现在在制作的这件大型山子的原料。另外一半则被分成三等份，并将要雕
刻成中国传统的福、禄、寿三星。

这件原料原来是带皮的，只在表面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当两位好友将原料带回中国切开的时
候，他们感觉自己赢得了这场赌博。整块原石充满了紫罗兰和绿色（春带彩）。工匠们用这个特别
制作的工作平台来支撑这块近三吨重的原料并供几个雕刻师同时工作。这件原料将被制作成一件翡
翠山子。据方先生所言，这件作品将是亚洲最大的玉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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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翡翠原料也被用来制作三维的翡翠山子。近距离观察时您会发现这件作品中一些人物形象的细节。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妈祖玉器提供。



方先生说如果他们用这块料来制作手镯的话，他们肯定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为手镯是翡翠制品
中售价最高的。一个品质不错的春带彩手镯往往价值几百万人民币。这样大的原料可以产出大量的
高档手镯。之所以选择用这块料来做山子是方先生和郑先生对艺术不懈的追求使然，他们一直想一
起完成一件惊世之作，而这次他们俩感觉机会来了。

灵感及主题来源

方兴春先生是这件大型玉山子的首席设计师。他和另两位著名玉雕大师及六位技术高超的工匠通
力合作，即使这样这件作品仍将耗时五到六年。

谈及玉雕灵感来源的话题时，方先生显得十分兴奋。这件原石运输到国内之后，从2004年到
2010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一直静静地停放在工作室里，因为他无法想出一个合适的主题进行雕
刻。2010年，方先生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在中国展馆里他看到了那幅另人惊叹的三维动画版清明
上河图。这幅作品激发了他的灵感，方先生当天一刻未停便赶回四会，并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

清明上河图是由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创作的作品。这件画作长528厘米，宽24.8厘米。画作内容
展现的是北宋京城汴京的生活场景。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北宋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
家。方先生很高兴能用自己最心爱的玉石原料来展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因为原画作长度过
长，他决定截取原作中最抢眼的一些场景进行雕刻。其中两个场景是城门和汴河桥。

作者看到了玉石原料上打好的铅笔底稿及一些已经完成雕刻的部分。方先生还向我们展示了山子
的背面。背面同样也要雕刻一些原画作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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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作这件翡翠山子，工匠们设计并制作了专门的工作平台。这个工作台可以让三个工匠同时在山子的一侧进行雕刻。铅
笔勾勒的底稿清晰可见，一部分雕刻工作已经完成。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精玉满堂提供。



在这间工作室的隔壁，中国的福、禄、寿三星的雕刻也在紧张进行中。这三件作品也来自同一块
原料。铅笔初稿已经完成。方先生告诉我们设计有可能还会随时进行修改，因为翡翠内部的颜色分
布很难判断，在几厘米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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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巨大的翡翠原石的一半又被分成三份来雕刻中国传统的福、禄、寿三星。这么大的人物摆件在市场上是凤毛麟角。照片
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精玉满堂提供。

这幅画的原作中有很多人物，这使得雕刻变得异常复杂。方先生向我们介绍，在成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每个人物的面部表
情，甚至连他们的服饰上的褶皱和所佩带的首饰都将清晰可见。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精玉满堂提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星代表幸福和好运，禄星代表财富和社会阶层，而寿星则是健康长寿的象
征。三星主题的装饰品随处可见，人们用各种材料制作这一主题，包括瓷器和木材等。过去，几乎
每个家庭都有一套这样的作品，只是所使用的材料档次不同而已。据方先生所言，这样体积的福禄
寿三星雕件是极少见的。不仅体积巨大，而且原料的质量也很上乘。这也是他梦寐以求想要完成的
作品。

全情投入的玉雕大师

方先生的全名是方兴春。他1975年出生在福建的莆田。莆田是以木雕闻名于世。方先生从很小
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木雕技艺。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并且帮助他在后来进入玉雕行业。

1992年，17岁的方兴春来到四会。他曾经在很多玉雕作坊里打过工。每天他都花很多时间实践
玉器抛光和简单的雕刻技巧。玉雕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枯燥乏味的，因此很多年青人离开了这个
行业。方先生是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方先生开了自己的小作坊，他开始为玉器商雕刻一些小的挂件。虽然当时小
挂件是市场的主流产品，方兴春还是感觉这不是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真正想要做的东西。后来，他
成功说服了一位玉器商人允许他为其制作一件小型的翡翠山子。这位玉器商人将这件作品卖出后收
获颇丰，这使得更多的玉器商开始向方先生订购玉山子。

随着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方先生逐渐拥有了可以购买自己的原料的经济实力。几经沉浮之后，
他的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2003年，他开始和妈祖玉器的郑先生合作，并在妈祖负责玉雕的设
计。在合作期间方先生制作了一系列的获奖作品，这些作品也帮助妈祖玉器在四会建立起了行业声
誉，并逐渐被认为是四会最好的玉山子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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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星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翡翠料上的铅笔底稿显示出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在成品中都将得到实现。照片由Eric Welch
拍摄，场景由精玉满堂提供。



虽然方先生已经离开妈祖转而开展自己精玉满堂的业务，但他和郑老板的友谊还将继续下去。现
在方先生正在向着自己的下一个梦想进发：他想要将自己的玉雕厂变成一个博物馆，专门收藏高端
玉雕，并且希望用这些收藏来吸引全国技艺最高超的雕刻大师来到这里共同工作。

作为一个成功的年轻玉雕大师，方先生始终将这样一个信念铭记在心，要想成为伟大的玉雕大家
就必须具有和玉石一样坚忍的品质。他始终觉得自己和玉石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联系，这
种联系也同样存在于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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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向美国宝石学院的来访者介绍这项巨大的玉雕工程。照片由Eric Welch拍摄，场景由精玉满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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