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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云南省珠宝玉

石文化促进会与云南科技出版社联袂出版《云南玉

雕名家名品集》，甚是欣慰。打造名人名牌，是助

推行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云南省珠宝玉石文化促进会和云南科技出版社为推

动全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工艺美术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它是民族

的魂，也是文化的根，连接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的过去与未来。玉雕是工艺美术行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玉雕名家是云南工艺美术行业从业队

伍的中坚力量。打造云南玉雕名家名品，实际上就

是打造云南工艺美术行业品牌，就是助推云南的文

化产业发展，就是为省委、省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强

省战略鸣锣开道。

云南民族众多，工艺美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堪称中华民族百花园中的奇葩。近些年来，云南工

艺美术行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协会

的积极助推下，在全省工艺美术行业广大从业人员

的积极努力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涌现出

段 国 梁、 赖 庆 国、

寸发标等一大批省

级以上的工艺美术

大师，涌现出云南

斑 铜、 建 水 紫 陶、

永仁苴却砚、个旧

斑锡等具有地方元

素的民族工艺品。

但 是 客 观 地

说，目前云南工艺

美术行业的“三少”

依然突出。一是名

人 较 少， 全 省 工

序
艺美术行业

拥 有 60 余

万人的从业

队伍，除个

别工艺美术

大师在全国

工艺美术行

业内稍有名

气外，绝大

多数大师都

只限于本地

区、本行业

知道。二是名牌少，全省拥有数以千计的产品种类，

而在全省叫得响的品牌少之又少，在全国叫得响的

品牌几乎为零。三是名店少，全省各地经营传统工

艺美术品的商店数不胜数，但像云南的“昆百大”、

上海的“老凤祥”这样的名店也是几乎为零。究其

原因，不外乎是宣传意识、品牌意识、市场意识滞

后，这对个人、企业、行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打造工艺美术行业的名人、名牌、名店，是助

推全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满足物质

生活得到提升和改善的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

要，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强省的需要。

希望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在金属、木雕、根雕、石雕、

制陶、茶艺、民族服饰等门类，精心培育打造更多

更好的名人、名牌、名店，逐步推出更具有云南民

族特色的名人、名牌、名店，推动云南工艺美术行

业蓬勃发展，以不负时代的嘱托和社会的厚望。 ▲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作协副主席 

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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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津，上海市人，潞西市职业教育中心玉

雕见习基地“华国津玉雕器皿工作室”主创，云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职业玉器鉴定评估师。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华国津进入上海玉石雕

刻厂学习玉雕技艺。2008 年 3 月，受上海工艺美术

学院委派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职

业教育中心支教。为了给离校的学生提供更多进行玉

雕创作的机会，2009 年 12 月，在潞西市职业教育

中心玉雕见习基地创办了“华国津玉雕器皿工作室”，

先后培养出上百个玉雕学员。同时，在创作上也硕果

累累，其设计制作的《白玉天鸟瓶》、《白玉全家福》、

《链条天鸡虎头樽》等作品荣获省级以上奖项，并被

授予“云南优秀玉雕名师”称号。2010 年 8 月，在

上海第三届玉雕“神工奖”评选中，“华国津玉雕器

皿工作室”的玉雕作品一举获得了四项大奖——最佳

创意奖、最佳工艺奖和银奖、铜奖各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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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福禄寿圆盒】

福、禄、寿在民间流传为天上三吉星，福——寓意五福

临门 ；禄——寓意高官厚禄 ；寿——寓意长命百岁。中国民

间喜欢将三星作为礼仪交往和日常生活中象征幸福、吉利、

长寿的祝愿。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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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虎头彝】

“彝”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也称“尊

彝”，常见的彝器有钟、鼎、尊、豆之类，在古代这些

礼器也是身份和权势的一种象征。作品以独特的色彩纹

饰和庄重严谨的造型让人们一睹古代礼器的尊贵容颜。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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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杜甫诗意圆盒】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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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盛
中国玉器专业委员会委员

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

云南十佳玉雕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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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清明上河图】

繁华梦断两桥空，

惟有悠悠汴水东。

谁识当年图画日，

万家帘幕翠烟中。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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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佛祖】

九品莲台上释迦牟尼佛祖面相丰润，稍稍

内收的唇角，蕴含着亲切的笑意。圆肩宽胸，衣

裙刻画洗练流畅。背光的雕饰富丽精美，疏朗的

火焰纹和繁密的植物纹相结合，极具装饰之美。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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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达摩】

这尊达摩雕像整体优美，刀法纯熟，生动传神，线条圆浑流畅，形

态刚柔相济，极具艺术性。达摩光头赤足，双目圆睁，遥视东方，天庭

饱满，鬓发散披肩背，胡须散乱横刺，身披袈裟，袍袖翻飞。手握天书

数卷，神态庄严肃穆，超凡脱俗。可谓优良材质与上乘雕刻艺术的完美

结合，堪称不可多得的黄龙玉传世珍品。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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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财神】

“财神爷”，又称“财帛星君”。传说此人是专管天上、人间财富的财神，

每年派遣“招财”和“进宝”两位财童财女给世人送来金银财宝，使家家

财富满溢、财源不断，户户吉祥如意、福寿安康……此尊财神爷满面春风，

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手捧金元宝和玉如意登门报喜，整体造型高贵典雅，

奉置厅堂、商铺定会令华堂生辉、人财两旺、生意兴隆，永葆富贵。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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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红吉象】

“象”谐“祥”之音，传统习俗中，象代表了吉祥。“象”能给人间带来祥瑞，

象征天下太平。“象”即表示和平、美好和幸福。大象力大魁梧，性灵却温

和柔顺，相传象为摇光之星生成，能兆灵瑞，古佛就是乘象从天而降 ；只有

在人君自养有节时，灵象才出现。大象善于吸水，水为财，摆放“吉象运财”

则能达到汲水纳财之功。带来稳定及和谐，将四面八方之财都吸到身上。

名 家 名 品 集云 南 玉 雕

YUN NAN YU DIAO
Ming Jia Ming Pi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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