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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本志定名为《武汉市工艺美术行业志》，以反映武汉市工艺美术

诸多行业的历史与现状为宗旨，起自十九世纪上半叶，适止1983年'

武汉市工艺美术百科纷里，尽谋极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共问一百四十年的繁衍演变，构成了武汉市工艺美术兴

废盛衰极为丰富的内溉

在我国历史上，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到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盼形成．从中图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到社会主义制度

在五千年文明古冒的逐步确立·这段时期．是我留社会变动最剧烈的

时期箨为这个时期工艺英术誊业的兴衰·必然会直接或问接地反映那

个时期姆社会现实，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胎记·因此，时代性是

编纂过程中与之俱来的客观要求·
’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水陆纵横，得天独厚荆楚文化源远流长，

南北技艺荟荸交触·早已成为闻名海内的商贾繁华之地．武汉地区的
工艺美术在悠远婚历史进程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形式节风格，

”1

有的行业甚至在国内居予领先地位·广泛搜求这段时期的文物资料争

深入探讨武汉工艺美术的地方特点及其形戚的原因，是历建赋予我们

这卅哦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责任I

本忘反映的内容▲上下百余年，纵横涉及数十个自然行业由于

历史l勾原因·工艺美术行监志在穷志领域内尚属空白，前无古人·无．

薹可饿缸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武器I如实地反映工艺美术妁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

正确地体现社会主义薪方志的特点，是编志伊始首先应该解决的闫题

纵横结合，厚今薄古．：个性求详，共性从略·这是极据编修目的

’一1一



和要求而确定的编写原则·无论是篇目的科学性，抑或资料的摄选角

度，筛选和利用，都有—个突出地方性和行业特点的问题，愈有个性

的索酉，愈宥其存在的价值。因此，行业特点与方志特。毒的统一，是

贯穿修志过程始终的问题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提纲挈领，丽牧事
半功倍之施本惠充分考虑行韭特点，按英历史发展的有机结构与内’

部联系，纵懒j以横为主，志史结合，以史为辅，以辩既体现工
艺美术的特点，使行业志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兼顾方志体锢妁要求．

避免一般亿的通瘸。 ．

在漫长姆封建社会里，中国固有盼潆统文化孕育了灿烂灼东方文

明，中国工艺品在谨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截然丽在j日中目，工艺英术

被视若雕虫小技而不登大雄之堂，正传野吏都不曾留’宅叫裁艺j{鹜#洳上自

“然经济的束缚，不少工艺绝技只系家传·秘不示人由于种种自然沟

和人为的原因·致使许多风行一时的工艺失传了，湮没了．薪簪|目的

建立为工艺荚术事娘的发展开辟了广阔沟远景?建国三十余年来．武

汉市工艺美术亭业获得长足发展，英规横p水平都楚溜中鼠所无法比

拟嫩然而，由予对工艺美术诸：彳亍业妁特殊性及其发展规德认识不够，

更由于“左”的路线干扰．武汉市工艺美术经历了几次大的冲击和挫

折，来能获得应有的蔓犬姆发展，英现状是与中心城市的地位极不相

称的．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以来，随替各项经济政策雠灾，随着客
观经济规律逐渐被人们认识和运用，武汉市工艺美术事业才开始步入

坦途。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交替之际，是武汉王艺美术事业发展漪誊’

要阶段新的领域羽嘲嘞辅鼬榭断增加·工艺荚术与人民日常生漕
和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紧密。本着详今嬉古和推陈出新的原尉，行业

志在金两反映历史过程的蕊铀上，誊在反映建国三十余每工艺美术的

发晨变化。本志旨键彰陆岁月的桶葑尘锁，还其历史的本来西留，为



士芑美术工催者以及后世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为工艺类
●

术曲发展提供历史依抵‘然而囿予见闻·更由于编者思想水平和业务

能力曲局双，不姒意之处．在所难免．．亟待有识之士指陈弊端，不
吝赐扰倘若搽能使攀莘学人专家魇后世阿卷者开卷有益，仁

．，

智互见，卿箢疑是编秦者最大曲心厩
●

绽 挚

—九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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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第一节 建届前的武汉手工艺

C楚文侮的发现及共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在我茸漫长的文强发’

晨史上，黄河撇中华民族古老的摇篮之—飞在孛原文化弼戚和发，
晨的同时。居住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历代先人也以茸己艰苦曲势动和卓

越的智慧·在瓯起巴东，东至三是的辽闰主龇触遣了无漱比特
楚文化，与中深戈化交相辉晓从长江流域尤其是湖北各地发瘟的犬

蠢史物令人借骶疑旨汪赡：长江与黄河同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流^

博犬精深的楚文化专申原文化—样·简是我们华夏民族文化和艺术骣

傲妁源头． ．

近年来，随着江陵凤凰山，髓县擂鼓墩战冒摹葬的发掘·一批叹

为观止的工艺精品重见天日，两干多年前的青铜编钟的发现·．更是震

世骇俗≥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标志着长江流域当时高度发达的

艺术水平·
’

踌汉地处三楚艘地，扼东西颃控南北·自古号称“九省通衢舸·

早在魄清毫际，四：大名镇害．一战夏口，就以手正业和商监髀高度集书

而名闻避迩，研究和追寻武汉地区工艺美术诸此形成和发展酗轨迹，

不能不考虑荆楚文化贻影响·从远古石器，脚器出现，青铜‘冶铁技

术的产生，刭纺绩·织绣艺术的长足嶷展，以魇以造型艺术·绘两艺

术o“雕刻艺术·彩滦艺术为其先导的早期手工艺争无疑都应有着耀
的发展史，近代武汉工芑美术就是直接残闯按地继承和发展这诎秀
传统的结果·汉绣工艺和江陵出土熊战国绣品之闯就有著惊人的相似

乏处。，十八世纪为囤申_乏酋的汉口铜器制造。和长江以南蔬定发达神

青铜冶炼接术舷不无关系·总之·以装饰和实用辩证统一茹本尉特符



的工艺美术，始终遵循着自身固有的规律iiii发展和演变，并成为楚文

化的—个有机组成部分·

(明清之际的会馆公所) 作荛中国传统民闻艺术的—部分-武

汉地区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降至明清受际巴具有相当

规模·斯时个体民阊工艺嘲e：t-3"遍及三镇，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行

帮组织比比皆是·据查，自康熙年阉始，汉口一地相继建有葡业会饿

公所约二酉多处，如以铜锣·铜镜·扣页·铜盒，徽锁·红铜囊喇叭

客坊；|l沫苏店涛主之江南京南公所l如大木·小木·痞术一籍术·雕

米盖界I业熊联合之鲁斑阁；如阳夏鞭炮之文明公所；如金箔店东师友

之．金箔会馆；如刘印帮乏文昌公所；再如木红公所·燕翼公所t企业

公所·云株公所·四神殿等等，诸多封建行帮组织，控制着汉I：I的工

艺百业·除汉口外，武谒·汉阳=镇亦汇集了不少手工伫坊，如乾隆

年阍武昌一塘角”即为汉绣早期发源地之一·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

由于手工北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绣花街·筷子街·铁坊衡，打铜像
打扫巷等各类手工作坊集中立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近代武汉手工业的兴衰)工8 6 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村激

了手工业的发晨f清柬民初·武汉手工艺品空前繁茂，不少品种闻名

中外，盛极一时·．除遍布三镇的个体作坊外，地方当局亦以各种形式

提倡实业·据《武汉经济略》记载，“张之洞督鄂以来，不遗余力，

提倡实业·曾予兰陵街广置厂屋，建立纺织·盒-来’竹-剖革诸秭

各辩工艺广招生徒·制作客类工艺品，质攮颇优·社会竞相购之计·

又妇武昌工业学堂监督程子大太守亦予l 9 0 6年集资4 0千元·自

兼总办，台lf立湖北广艺兴公司，并禀清廷商部立案批准·广艺兴公司

设总部予武昌三遒街，另分设造纸·印刷-竹·木、漆·绒绣诸料，

仅行、·木'漆三科即枢厂或车阔1 4所·



宣统元年(1 9 0 9年)，武汉曾办劝业奖进会，彩霞公司静绣

画·美棒学社的绣字-予；囊Ic轩的袭牙雕刻皆评为一等奖，某会馆酌象

牙球，向洪盛的仿古铜器译为二等奖·以上各得镀金银牌一座·斐状

一幅；广艺必公司的木器评赫三等奖·湘记绣局的绣贷。江西首饰帮

的银壶·王荣兴的绣货皆谔为四等奖-以。上各得镀银铜牌一座·奖状

一幅；永大昌天成舄掬铜响器评为五等奖，各得镀银铜牌一座．t奖

状一幅．

次年举办酌东洋赛会以及民国四年(1 9 l 5年)美闺她金蝻
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汉口商民送展工艺品得奖家数亦颇多’其申荚粹

学社之绣字·彩霞公司之绣画和颜乾颐之仿古山永匿皆荣膺一等赤金

牌奖，漆器，竹器·铜器亦皆获奖·

据清民政部湖北省誊务公所宣统元年(1 Q 0 9年)不完全统计，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有裱画店8：3户，银号2 8户，盎铺王3户

雕刻铺9 6户，纸执铺6 4户，灯笼铺6 4户，鼓店1 2户’共计

5 5 2户·逮至民国七年(1 9 1 8年)·据汉口警察局商户分类调

查表统计，子时手工艺店泉计有绣货铺1 6泉，首饰银楼l 3 5蒙，、

铜器铺4 l 3家·锡器铺5 6家’书笺作坊9家，裱画铺9 1家·刻

字铺8 8家，鼓镑。家，纸扎销4 5家，石催坊9 6家，侍蔑器铺

3．5 s a’鞭炮铺9 4家，小木雕刻馆坊l 8 9家，修塑神豪镶5裳，

耍货稚坊6蒙，古玩玉器铺4 l蒙，凡此十六种自然行业·计王，．4 5王

户·

至民国廿二年(1 9 3 3年)，《武汉指南黟一书曾载三镇共有

丝边厂6户，刻字煦5 3户f不舍租界内1户)，字西业6户，裱耐

业g 2户·绣花业l 7户，象牙雕刻业4户·嵌花业冬户'绒花业3

户，珐琅业5户，美术业5户·广告业4户，纸扎业l 0 0户，扎彩
．6- ．



姓工7户-彩轿监2 9户，铜首旆业3户’金号银搂互5 0户(稀
租界内2户)，共计4 9 7户·

建图前武汉手工艺大都世代家传·如汉绣相传有二百年以上历受，

盛于清柬民初之骄，曾闻名省内外t武汉近世铜器制造．予二十世纪

初期·与苏州·嘉兴·北京-广j}}l同为国申之优，1 g工8年至1 9

2 0年问汉口铜器作坊竟多达7 o 0余家，从业人数约六．七千人．

此外，雕花剪纸牙刻-金雕‘玉雕·木雕，官(期)靴．盔糟·绢

花。绒制最走马灯等，，也都没有规模不等的作坊，其孛雕花剪纸。戏

衣一．汉网盔帽在国内同行业守有一定的地位．

武汉地区妁工艺美术尽管历史悠久’技艺糟谌，但手工艺人的地

位在旧孛国却始终居予来九流之下·他们赫馆的各类工艺品或秘戴富

宅，或扬名海外，然剐自己却往往举家维艰，或流落衡头．形厨乞丐．

自抗日战争至建尉争夕·‘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饱经忱患的武汉手工

艺入纷铃破产歇业，改行流亡，致使从业人员锐减，技艺亦一落千丈·
据统计，l 9 4

9年已成支离破碎，奄奄一息状况的手工艺行监，其

生产户数f包括玩具和乐器翻造业)仅占武汉全部手工业的o。如％，
从业人数只占1．0 6,06，总产值仅占‘o．2 l％．

‘

第二带建冒后的武汉工艺美术

(建因初期的武汉工艺美术) l 9 4 0年5月．武汉解放后，

人民政府在“保护'发展·提高”方针指导下，立即妥善安置流散失

业的手工艺人，大力扶持各行姗展生产自救·积极组织各种互助性
质的生产小组，抡救失传的技艺和产品，使濒予绝境熙武汉手工艺又

里野火春风乏势，睿类住坊-店铺相继挂牌生产或营业，手工艺较为

集中鳓汉口统一衡又莺新形成工艺一条衡，恢复并超过昔日之盛．尤



以特释手工艺品和玩具·乐器行业恢复和发展较快·王g 5 0---l Q‘

5 4年的五年问◆特种手工艺品产值增长三倍，玩具及乐器产值增长

鼯倍多·

、

＼项 ． 特种手工艺品 玩具及乐器

乒＼厚 户数 从业人数 总产值 户数 从监人数 总产值

劳＼． 吲， ㈣
l 9 5 0 2 O 3 6 8 2·4 4 5 8 6‘ 7·3

l 9 5 1 2 7 4 O 3 3 ·1 5 9 1 3 2 王l◆5

1 9 5 2 3 6 4 5 O 4·2 7 9 O 2 O一{‘ 1 7·6 8

l 9 5 3 4 l 4 8 8 4·g ，l O 8 2 4 l 2 8·8

l 9 5 4 6 2 6 2 O 7·7 l l l 2 4 O 2 3·8
j

当时鲰特种手工艺品，主要为刺绣(手绣·机绣)和雕塑(石胜

未雕，石膏模烈)两大类·以刺绣丽言，1 9 5 2年有2 8户，

4 3 8人，产位3·5万竞j蓟1 9 5 4年发展为4 7户，5 g 4入，

产值5·8 6万元·l Q 5 1刭l 9 5 3年，在汉日棉花街《『现长堤

衡附近)还先后成立了两．个民阉年西社·以未版牟爵远销省内纷，年

产量达4 0 0万对左右·

l g 5 4年·在会国出日工艺品展览会上，武汉兰印花布、雕花

剪纸-民间牟画，挂门签等产品曾参加展出。其时武汉的工艺美术有

雕刻'模型。石膏工艺品-手绣’机绣·地毯、旗帜·白铁玩具-民

阐玩具·喜花-雕花剪纸，戏剧用品泺器响器等十多个自然行业·

其中耪。绣1 7户，9 1人；手绣3 o p，5 0 3入l石膏模型1 l户，

2 1人；模型雕刘3户，5人，铜响嚣2≯，2 0人·玩具8 9户，

5 1入J乐器7 5户·1’5 9人，裱萌业．1、。4．户，3 6入，对磁监

．tq。



I 7户，4 0人，刘字3户，4入·

。(工艺美术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1日中国和解放之初，工艺

美术行业为分我的-个体的·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且历遭劫难，巴

耳趋没落·1 9 5 4年，在江汉逐手工业管理局领导下，．组成武汉市

第一工艺刺绣生产合作社·有社员5 0余入，此为工艺美术行业合倍

倦之开端·当年·在日本东寒举苏串国剪纸展览，武汉剪纸艺人蒋在

谱’戴强鸱，刘敦勤等人的作菇多佯孛选送展·这是武汉工艺美术馆

jl鑫l解：放后首次_介绍到禽外·1 9 5 6年斗0月举办盼湖北省美术展览·

曾专辟工艺馆，武汉有不少作品入选■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一批民

问艺人参加武汉审美术隶协会· ．

‘。

’

1 g 5 6年it l胄I武汉市手工业管理局从金市刺绣·雕刻一竹

器·剪纸等十四个行业串，组织1 4 0位有-定工龄和技艺专长的手

-：芏艺者参j6口评选，谴逸lll章水康·瀣峰、蒋在谱·’严士江-李海t
‘i袁文山·潘光凯·期茂样t梅海湾九人和英江·吴自燕-谭炳珊·

谭诗珊·余惠乐·陈波涛六人。分剔授予老艺人和艺人称号，由副市

长唐牲彭姨舣辅命名授奖，予以表彰·凡此十五人，为武汉市首批
命名的手工艺人7·并全部吸收为武瓣美术家协会戚员，其孛四人并
当选为省市区各级政协委员或人民代表，四人当选为各级合伫杜理监

事·1 o 5 7年，章水泉·汪云峰·蒋在谱·戴娥四人赴京出席金
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武汉市手工业管理局也多次召开艺人座谈z，

会，组织艺人赴京·津·沪·苏·皖等地参观交流·这些措施激发了

艺人们的积极性·糊打破门口之见和传子不传女静陈规艟习，先后
带徒传艺，至五十年代束．．共培养艺徒4 2 2名，使工摸术传统技
艺有了姒·

(合作化运动后的工艺美术)合稚化运动使武汉的工艺美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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