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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_序。言_-__
一o。 佛山工艺美术品，j久负盛名，而能够反映全行业产品的发展全貌

：、呐，却长期未有一部较为完整的史料．，今天，经多方努力，《佛山工艺
美术品志》总算拿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谢谢为此辛劳的同志们t

L．，佛山工艺美术产品，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唐代(距今一千三百。
多年)，佛山已初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性手工业生产基础的集镇宴，到了

明代，更以发达的手工业而誉满海内外。在这个手工业百花园中，丰富

多采、技艺精湛的民间手工艺业，堪称源远流长，最具地方特色．

据文物出土考证，早在四、五千年前，佛山这个地方作为原始聚

落，已有相当批量的石器，骨器和制陶等产品，：应用于生产工具、．生活
用具和装饰品．这些产品，从造型到纹饰都相当讲究，精美而实用，朴

实而别致。这是先祖们为我们打下的佛山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的根基．
“

佛山工艺美术品，，品类繁多≯各具特色。论技艺，有塑、扎、‘刻、，

绘，绣、印、染、铸，打、粘；论材质，有陶，铜、金，木、石、纸、

布．腊，泥、丝、果、茎、。根，藤，核、皮√毛、骨、甲、牙等等。艺

，人们或因艺选材，或因材施艺，信手拈来，便琢成精品。，论产品功能，

有供节日庆典用的秋色，‘扎作、旗幡、乐器；有供建筑装饰的砖雕、木

刻，陶塑、灰批；有供室内装饰陈设的刺绣、家具、陶器、铜器；有供
人体穿戴的金银首饰r珠宝玉石；有用作生产材料的染色纸和各种金属

箔，还有各式各样的礼品、供品和日用工艺品．。这些产品y商品性与艺

术性兼容并蓄，装饰性与实用性相得益彰。千百年来，佛山工艺美术
．品，尽管因时势兴衰而起伏，但由于它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又为群众所喜
爱而历久不灭． ．一’

编写佛山工艺品志，重在发展。进入现代社会的今天，许多国家都
耽心着本国民族文化的淡化而至丧失．无疑，我们应当研究历史，应当



研究传统，从而不断发掘、继承，优化民族文化。然而，我们的目的不

仅仅是为着不忘历史传统，重要的是为着发展佛山工艺美术的今天，为

着开拓佛山工艺美术的明天。 j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从佛山工艺美术产品发展史可‘以悟出一，

条规律：每一个时代总要创新一批同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精神
风貌相适应的产品，总要淘汰一批同时代不相适应的、或者相形见缁的
产品。历史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历史越是往前发展，产品的更新频率就
越加快速。 ． }

事实上，，建国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佛山工

艺美术产品日新月异。广大技艺人员，潜心挖掘传统技艺的精华，博取

世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使佛山工艺美术产品不断更新、．开拓，

走向高档化、．系列化，以其崭新的面貌进入世界工艺美术之林。以人造
花为例，五年前只能生产丝绸花、塑胶花，而今天已经发展到包括有涤

纶花、尼龙手卷花、人造植物在内的人造花(叶)系列制品；刺绣品，

木家具，则将传统技艺与先进技术，现代设计工艺融为一体，把产品推

向新的一代——高级工艺绗缝绣花系列制品、板式拆装家具系列制品；

新兴的毛绒玩具系列制品，现代彩色包装印刷品，以及各种礼品．．奖品、

旅游纪念品等相继脱颖而出；传统的金银首饰、狮头、狮鼓、旗幡、乐

器等又不断有新的发展。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的产品志，已经成为历史

了，而新的工艺，新的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上新的台阶。

本志作为产品志，侧重于记述佛山工艺美术产品的兴衰、更替及其

特点，对于行业的体制变革之类，不作系统叙述．
本志的编写工作，尽管历时四年，几经审核校正，但囿于编写力量

和水平，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各界人士，行家，专家们，多多指点。

辛 明

一九八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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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佛山工艺美术品志》记录了佛山市工艺美术事业发展概况与

工艺美术品的渊源、历史沿革、：发展变化等史实，重点是记述了建国后

的发展，成就和问题． ． ．．

二，根据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修志上，下年限的有关规定，

本志所记述的工艺美术品从它的起源或投入生产开始至1985年为主，有

些事项则延至1988年，目的是为了记述它的始末的连贯性．

三，本志所附表、录的统计均为佛山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包括原

佛山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系统所属企业的各项数据，均不包括其他工

艺美术企业·
。

四，1984年初，原佛山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被撤销，分别成立佛山

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和佛山市服装日用品工业公司。藤器工艺厂、服装

一，二厂等企业划归服装日用品工业公司管理。故此，1984年后的工艺

美术企业统计表，除藤编织工艺品、绣花童装等产品产量统计表外，其

余均不包括上述企业的统计数据．．

五．因机构变更，，附表中部分企业由于新建．合并或撤销，只列出

了这类企业存在期内的统计数据。

六，本志所记述的工艺美术品史实，以及工艺美术事业发展概况，、

是以市区为主，均不包括市辖南海，顺德，-4．高明等县的工艺美术

品及其发展状况。
’

、

七，本志为曩存史-需要，附录了佛山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属下各

企业简史．



艺美术综述

一，建国前的佛山手工艺业 一一

r
、 f

‘

佛山是我国古代一个以手工业著称的名镇。；地处珠江三角洲腹部，东距广州-I十多公

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水陆交通方便，是个著名的手工业城镇。佛山肇迹于晋，得名子

唐，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唐宋间，佛山手工业已逐步兴起，至明代中叶已名扬海内

外，与景德，汉口、朱仙镇并誉为我国“四大名镇"。由于手工业经济发达，商业贸易繁

荣，又成为我国商业搿四聚"之一，与北京，武汉，苏州齐名·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进

了民间手工艺业的产生、发展与兴旺'，手工艺品类之多，能工巧匠之众，全国少见。

(一)明清年代的手工艺业进入鼎盛

佛山的手工艺，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具有较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有些手工艺品还是

名特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佛山手工艺业在宋，元以前便已形成，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佛

山进入鼎盛时期。“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盛，．有些城

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和汉口，则较明代更加发展。⋯⋯佛山虽是一个小镇，但是

在乾嘉之间，商铺、市集，作坊如林，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大小街巷"·(《(中国史纲要》第

278页)明清两代，佛山的手工业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如铸铁，陶瓷，丝织等，已成为

中外闻名的产品。清代佛山各类手工艺业异常发达，行业之多，国内罕见。据民国《佛山忠

义乡志》(简称‘(乡志》下同)记载，至清末民初佛山手工艺业仍有八、九十个自然行业，

其中有顾绣行，绒线行，头绳行，栏杆行，丝绒行，麻绳行，红布行，制帽行，唐鞋行，布

袜行、毯料行，绸绫染色行，覆染行，自制染料行、髹漆行，赤金行，打叶行，金箔行，打

银行、金花行，打锡行，锡箔行、白铁行，床桌行，皮箱行，台椅行，盘桶行，长生行，牌

匾行，算盘行，筷子行，漆盒行，饼印行，雕花行、书板行，木屐行，蓑衣雨帽行，雨遮

行，筛莴行、箩斗行、葵椰扫行．竹器行，藤器行．．朱砂年红行，，花红染纸行，杂色纸行，

磨花纸行、蘸料纸行、蜡笺行，裱联行，屏幛礼联行，苏裱行，纸盒行，染锡纸行，油纸

行，狮头行，扎作行、门神行，门钱门，通花行，灯笼行，炮竹行，符疏衣纸行，元宝行l

溪饯行，端砚界尺行，笔行，墨行．刻字行，油烛行，烛心行，香竹行，香行．鼓行，弦索

行、车角器行．车玻璃行、牙擦毛刷行，毛扇行，葵扇行，苏扇行，玩具行，．乌烟行，玉器

行，陶瓷行等等．；． f 、!。i ． !一．：，．．．： ．·i：：‘ ．．、·’⋯
’．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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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乡志》载·一金箔行，为本乡有名出品，有青，赤=种·由本乡或省城购买足金，隔

以乌纸，用锤击成箔。销行内地各乡各埠及港澳，石叻，新暇金山，岁出五六十万元。然自

内地起厘税，香港辟商埠，购者多往港采办。益以金价昂贵，销场日减。大者日行，约十

家，小者日馆，二卡余家。黟
一

。

窜金花行，亦为本乡特产。以铜箔发女工凿花，收回制成，价值不一。行销内地各埠及

西，北江。家数三、四十，女工居家制作者数百人。打

矗殊砂年红染纸行，由纸行购纸，染绦砂，硬礞，年红、花钱、红饯，粉贝，古铜、雪
梨等色纸。礁砂有正：l；朱，冲铼之分，年红有上、下等之别；行销内地及西北各埠。大店数十

家，又称染馆者数十，工人数百。一囊花红染纸行，从前染以四川红花膏。销路与朱砂年红

纸略同，近改用洋红粉为染料，价虽索而色易褪，且着璎后尤不易干。大店数十家，工人数

百，专染一色，行销内地及两、北江各埠。黟“杂色染纸行，以内纸染成各色，售予红自纸

店。近多改用洋粉染料，出品稍逊，有数十家，工人数百一·．

露扎作行，本乡扎作极有名，人物故事尤精，外乡多来购之。又有不倒翁为行酒令之
具，外省销流极广．一

口门神行，成、同间，此行颇盛，男女老幼恒有以钞写神相、门神、波罗符为业者，在

栅下，锦栏等铺尤多。今则神权El替，且点石印务El盛，业此者大不如前矣。一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大批洋货，原料倾销到我国，使我国民

族工业受到严重的摧残。广东是首当其冲，不少手工业破产倒闭，佛山手工艺业也不能幸免。

(7二)民国时期的手工艺业走向低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佛山民间手工艺业纷纷倒闭。如染色纸业始于明而盛于清，乾隆

年同露始以成行弦，最鼎盛时全行业有大小染店、染馆几百问，操作工人超过3000人，另

外家庭妇孺从事辅助工作的也有二、三千人。每年销售国内外的数量极巨，其中以年红、染

色两行规模最大，年红行那时操作工人约有七，八百人，杂色行有一千二，三百工人。民

国期间的1935年至1937年，还有厂号300余家，从业者3，000余人，每日平均产量达350万张

(包括各种色纸)。抗El战争后，因工人失散，资金萎缩，并且消失了国外市场，国内销途

一时未能打开，所以生产日渐低落，直至建国前夕，全行业只有不足500人。

纸伞业，在佛山已有百余年历史，1925年从市郊深村迁来市区经营。1930年前后为最盛

时期，有大小厂号170余家，从业人员有4000余人；日产纸伞达1．2万多支。抗El战争期

同(1937--1945>，因为El本纸伞大量输入，几至全行停业，工人四散，资本丧失。1946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厂家逐渐复业和重新开业者达220余家，工人复员也达3，000人之多．1947年

为恢复后的兴旺时期，El产仍达一万余支．后因经营不善，粗制滥造，偷工减料，资金短

缺，工人收入低微，生产El渐萎缩，到1949年全镇纸伞年产量下降到49．89万支．

铜、银、锡箔三行有五百年的历史。抗日战争前，靠这三行维持生活的约有3，000人，

大小厂号有200多户，，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抗El战争期间，大量El货输入，侵占了国内市

场，不少厂家歇业，工人失业，流散约占70％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六、七十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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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约1，000余，三业有所恢复，．但无法恢复到战前的兴旺水平·
’

佛山木雕业，以雕刻建筑装饰、家具、门窗，牌匾，书画版，饼印等为主，清代是个蕞

为发达的行业。由予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筑装饰技术的进步，这种传统手工雕刻艺术逐渐被

淘汰．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佛山木雕业几经衰落。咸丰初年有12家，至1898年，加入

木雕行会有18家，木雕工人有148人，到民国三十二年(1046年>2月统计，，木雕已名存实

亡，木雕工人只有四人。，
’

．

民初，佛山手工艺业尚有八，九十个行业，至建国前夕，佛山镇仍在生产的只有纸扇，

玩具，染色纸，狮头、联轴、神衣，神相，炮竹，金花、金银纸、喜帐，神香，制笔，被

画，铜招、铜箔、纸伞，印刷、玻璃，牙刷、骨制品，铜器、锡器、自铁灯色．，鸟烟，灯

笼、虾笼、雨帽、莴筛、竹家具，藤器、棕绳，木屐、算盘，筷子，图章、牌厦，木门锁，

神架、美术陶瓷等40多个行业，约l，000户，从业人员不足6，000人。此时．佛山手工艺业已经

十分衰落。
，．

：·
．．

二，建国后的工艺美术

一 。(一)建国初期工艺美术得到扶持、复苏
r

、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初，全市有手工业4，338户，从业人员ll，885人，

划分为20个工业管理部门，229个自然行业。在这众多的自然行业中，手工艺业主要有美术陶

瓷(包括人物，动物，山公，器皿，琉璃瓦等)：，剪纸，年画，绉金纸，狮头，灯色，栅

绣，戏装．道具、染色纸，毛笔，纸伞、民族乐器，藤器、竹器，木雕、木屐，筷子、联

轴，苏裱，纸扇、玩具，神衣，神相，炮竹，金花，神香、骨制品，铜器、锡器、算盘、图

章，饼印、灯笼等近40个行业，佛山手工艺业，行业复杂，分散落后。小规模，小作坊，资

金短缺，工具简陋，以手工生产和个体经营为主· ·

建国后，佛山市人民政府重视恢复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1954年11月，中国共产党粤中

行政区委员会和中共佛山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开始了对佛山民问

艺术(工艺)的抢救，挖掘和恢复工作，开展对艺人状况的调查，访问老艺人，传达了党和

政府对老艺人的关怀和扶持民间艺术(工艺)的指示，鼓励老艺人积极创作、收集，挖掘和

恢复佛山民同艺术。1955年又组织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社会人士垂2人分八个

小组开展了全面调查民间艺术队伍状况，收集资料、实物，特别是对绋山秋色艺术进行初步

整理和研究。1956年春节在中山公园精武馆举办了灌佛山秋色剪纸盆栽观赏会"． ．．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主席听取手工业情况汇报后说。 o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

东西，不要搞掉了刀．口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

更好一些。黟搿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摘，要搞快一些。你

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糟e《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1956年5月1日，

露佛山市秋色工艺社力成立，同年9月易名为。佛山市民间艺术研究社一·我市从此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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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从事民间工艺美术研究机构。在中共佛山市委和佛山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民间

艺术(工艺)，，尤其是秋色、剪纸，年画、灯色艺术的研究、创作。是年中秋节在广州文化

公园举办了搿佛山秋色观赏会”，观众达到45万人(次)，中央电影纪录制片厂还拍了《佛

山秋色》纪录片。此时，还先后在广州，江门等地举办了8次佛山秋色艺术展览，共展出作

品14，350件，参观人数达到115．18万人．(次)。使濒临于湮没的秋色艺术得到了恢复。

佛山民间艺术社的建立，组织了一批老艺人入社，有秋色艺人汤洪，林牛，梁次，叶秋

等，剪纸艺人梁朗生，灯色艺人邓威，吴球，国画家陈士炯，书法家林君选，此外还有林

汝、李卓，林申等，从事民间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在美术陶瓷方面，建国初，石湾先后组织

了9个生产组和一家工艺社生产美术陶瓷。1953年，广州人民美术社又派出了高永坚，尹积

昌、谭畅、刘传、区乾、庄稼，曾良等到佛山成立石湾陶瓷雕刻社。1956年，这些生产组

(社)与雕刻社合并成立石湾美术瓷陶厂，开展丁美术陶塑艺术的创作与生产。

1957年7月22日，首次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佛山市刘泽棉、叶秋两

位艺人出席了这次代表会议。会议提出了工艺美术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以及在生产上应当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自此，

佛山市工艺美术事业有了一个较大的恢复和发展。至1959年，研究、创作了秋色，剪纸，陶

塑，门域等一批优秀工艺美术品，其中秋色艺术品包括纸扑，腊制、雕塑，粘贴、灯色、扎

作等共25，400件，剪纸(铜写、铜衬、纸刻)共267，4,00件，木版年画416，700件，陶塑、泥塑，

国画、书法等5，420件。同年在广东省工艺美术评比会上，汤洪创作的纸朴“龙樽”、吴球创

作的皇四方走马灯，、黎德扎制的“狮头万分别获得一等奖。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佛山市手工艺业几个行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

中竹木加工业，1'953年加工值为285．71万元(以1957年不变价计，下同)，1957年达到534．61万

元I文教用品业，1953年为1．88万元，1957年达到83．27万元I缝纫业，1953年30．58万元，

1957年达到12d．12万元。美术陶瓷，1953年为252．647万件，1957年达到374．446万件。纸

伞，．1953年为43．089万支，1957年达到14,8．86万支。 ，

‘

‘

(二)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工艺美术向前发展

1953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个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在毛泽东关于‘<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一文的指导下，手工业合作化高潮迅速兴起，佛山市手工艺业也纷纷走上了合作化道

路·
’

刺绣业予1955年8月成立机绣合作社一佛山市归侨侨眷缝纫刺绣生产合作社(即机绣
社>，职工75人。1956年又由永祥，永华，新中，祥记，祥栈，明新，大德等七家私营顾绣

户合并成矗佛山市刺绣工艺生产合作社一，社员28人。1958年4月，刺绣社与机绣社合并为

口佛山市华侨刺绣厂糟．=职工110人，同时生产刺绣与机绣产品；1961年为了扩大生产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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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寥佛山市机绣社劳和盔佛山市刺绣社"‘使刺绣品与机绣品生产又有了较大的发展。i

绉金纸业在建国初有个体户，私营企业约400人左右，子1955年走上了合作化道路i。

合营成立了搿佛山市绉金厂"，职工lOO多人，主要经营产品有金，银，锕，锡箔与大光金

等。后予1962年又恢复了铜锣，铜钹等响铜产品。 ．

．。

．·乐器厂的前身为文娱社，于1958年建立，其中包括狮头、鼓类，；民族乐器、神相，纸

扇，纸袋及涂印品等l也是由若干私营和个体手工艺业户合并丽成的。该社后又分家为狮头

社，狮鼓社，乐器社三家。于1964年又再度组成乐器厂。

染色纸业，行头很大，主要品种有正丹红纸，朱红纸，双法红纸，罗立金纸，丹立金

纸，．磨花纸，各种杂色纸等。1968年，土纸，洋纸，各类染色纸杜、户合并成搿佛山市制染

色纸厂糟，职工528人，分散在全市40多个工场生产。该行业在公私合营前归商业局管理，

1961年5月1日改由二轻局托管。染色纸业原为私营手工艺业，合营后不久转为国营企业。

自1958年起，先后七次变更体制与企业规模，最后于1964年恢复为搿大集体"所有制。染色

纸厂除上述主要产品外，予'1962年又恢复了传统民间手工艺衣纸，神衣产品的生产，其中有

大龙衣，中龙衣，观音衣(即小龙衣)，红饯、波罗符等产品。

为了加强对工艺美术的管理，佛山市二轻局子1963年设立了工艺美术股，配备了专职干

部，开展了对全市工艺美术企业与产品的生产，经营管理，促进了我市工艺美术事业的发

展。
‘

1962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全市几百家私营，个体手工艺业户先后合并．组成30

多个生产单位，其中以生产传统手工艺品为主的企业有民间艺术社，刺绣杜，机绣社，雕

刻社，绉金厂，色纸厂，乐器厂，狮棋社，东风玩具社，藤器社，竹器一社，竹器二社，竹

器渔具社，莴筛雨帽社、汾江竹器社，锡纸社，文化用品社、彩印社，家具厂，雨伞社，算

盘社、筷子社，美术陶瓷厂，服装厂等35家。其中属省工艺美术行业统计的企业15家、职工

1，590人，工业总产值294．49万元，出口值85．62万元。主要生产工艺产品有刺绣，机绣，戏

服，道具，灯色，年画，剪纸，染色纸，秋色工艺品、狮头，狮鼓，狮被，绉金纸，纸伞，

．金花、藤制品，竹器制品，木玩具，民族乐器、毛笔，筷子，算盘，木雕，木家具，棋类，

纪念章，花类，丝制品，美术陶瓷，绣花童服，．彩色印刷品等，分20大类数百个品种。。

佛山市工艺美术行业经过了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不少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因内容、形

式，工艺，技术，材料等陈旧落后，已不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需要而被淘汰了，企业相应被

撤销，人员转业到其他工业企业。手工艺业的产品品种与从业人数虽然远远比不上过去最兴

盛时期，但此时的企业规模扩大了，一些传统产品生产量，尤其是建国后新发展起来的工艺

美术品，如机绣品，绣花童服，美术陶瓷等，却大大地超过了历史上同一产品的生产规模与

·产量。狮头，1951年全市生产不足300只，到1956年达到1，000多只。美术陶瓷，1949年产量为

134．22万件，到1958年为217．36万件，出口值1949年8万元。1958年为36万元，增长3．5倍．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工艺美术几个主要行业的生产有发展，也有减

退。其中竹木加工业1958年产值为588．63万元，1962年达到680．30万元，缝纫业1958，年为

132．17万元，1962年达到199．4,1万元，e美术陶瓷1958年217．36万件，．1962年为908，71万件’，．

纸伞1958年为90．329万支，1962年为101．,19万支．此外。这一时期i佛山市工艺美术还发展
～

孑

．飞j■，

●

．

歹．，：．．0．．；，

，。一



了一批新品种，如机绣品：纪念章、彩色印刷品，绣花童服、墨鱼骨雕掰，彩塑、石膏饲品
等。 ，j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起，到佛山市视察及参观佛山民问艺术，石湾美术陶瓷的国家领导

人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先后有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贺龙、彭真、陶铸、李富

春，邓子恢、习仲勋，赵紫阳，陆定一，周扬、郭沫若、茅盾、邓拓、许广平，李德全，王

首道，陈郁，徐特立、谢觉哉，赵朴初，蔡廷楷，朗愈之等50多人。此外还有苏联、捷克，

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法国、芬兰、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的友好人士、艺术
家，学者，专家等。 r

(三)仃文化大革命"时期工艺美术品遭受摧残

搿文化大革命”期闯佛山工艺美术遭到严重的摧残。以清理口封，资、修”(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破“四旧’’(旧思想，1日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迫使

一批具有优良传统和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停止生产、销售与出口，甚至连生产工具、资料

也被砸烂和销毁。如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佛山木版年画的珍贵画板在一夜之问化成灰烬，造

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绉金纸、金花、礼联等佛山著名的手工艺品被迫停止生产和出

口，企业转产、工人转业。剪纸、秋色品、灯色等产品停止生产，一些民间艺人被打成搿反

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知识分子)而受到批判和斗争。佛山市民间艺术研究社也曾一

度被撤销，此时佛山市工艺美术处于极度困难与低落时期。继续生产的工艺美术品也只有一

些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口号，题材单一，造诣程式化的普通工艺品。至于艺术创作，制 ．

作技艺等则大多被扼杀了。工艺企业大批转业改行，乐器厂改为塑料机械厂，绉金厂改为无

线电一厂等。1966年属于工艺企业有35家，到1968年专业或兼业生产工艺品的只有26家，产

值从1966年的1，808．19万元下降为1968年的1，108．97万元。其中染色纸从319．63万元下降为

141．43万元，机绣社从50．09万元下降为35．75万元，刺绣社从38．66万元下降为30．20万元，

乐器厂从31．54万元下降为23．74万元。

鉴于工艺美术的生产和出口连年下降，并逐步丧失了国际市场，使国家蒙受了巨大损

失。1971年国务院指示要发展工艺美术生产和出口，同年佛山市民间艺术社也恢复了，人员

从各单位抽调回社，开展了传统工艺品的创作和生产，同时恢复了对外开放，接待外宾和海

外华侨，旅游者。中共佛山市委十分重视发展我市工艺美术的生产和出口，决定由市二轻局

局长黄德楷带队，由=轻局．艺术社、美陶厂，绣品厂、家具厂、乐器厂，人民瓷厂等12位

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到北京，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调查，参观工艺美术行业， 、

重点解决恢复生产方针政策及方向问题。随后，市委明确提出发展工艺美术生产要在挖掘、

恢复传统产品中，坚持以地方特色为主，确保名牌产品，发展系列新产品。尤其是确保美

术陶瓷，剪纸、狮头，绉金纸等四种名牌产品。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提出。手工艺要大提

倡矿，口手工艺大有前途护(Ⅸ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国家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工艺美术生

产的规趔·年中，在佛山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搿文化犬革命矿以来首次工艺美术展览。

1973年国务院以国发(1973)46号文批转轻工业部，外贸部《关予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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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称46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工艺美术生产的方针，任务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佛

山工艺美术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m： 一一 ： ?、?；‘r；．

为了加强对工艺美术事业的管理和发展生产，经市政府批准，佛山市二轻局子1974年2

月成立了佛山市工艺美术公司，由市二轻局副局长邹纯彬任经理，林明体任副经理，配备了

专职管理干部·自此，佛山市工艺美术事业有了专业管理机构，促进了生产发展和出扭·澍

归工艺美术公司管理的企业有民间艺术社-玉雕厂．绣品工艺厂，工艺厂，乐器厂-：：绉金

厂，彩色印刷厂·服装厂，第二服装厂、家具厂、藤器厂，，竹器厂等11家，有职工3，500人，．

工业总产值l，338．6万元，至1976年有3，802人，工业总产值为1，647．66万元。石湾美术陶瓷

厂仍归市陶瓷工业公司主管。从七十年代初至1976年￡工艺美术有了恢复和发展。主要产

品机绣品19．72年为33．4l万件，1976年为87．67万件。绉金纸从1972年开始恢复，1926年达

到62．15万张。灯色1972年为20．84万个，．1976年达到70万个。美术陶瓷1970年产值不到lOO万

元'j 1973年为172．78万元／120．41万件，1976年为产值24&万元／180万件。几家主要工艺美

术企业的生产电得到了发展，民间艺术社1972年工业产值为13．32万元，1976年为115．73万元·

对比增长7．6倍，工艺厂1972年102．13万元，1976年230．53万元，对比增长1．25倍I绣品厂

1972年117．64万元，1976年253．79万元，对比增长1．5倍，藤器厂1972年100．33万元。1976年

139．27万元，对比增长35％擎美术陶瓷厂1973年为172’．78万元，，1976年为246万元，对比

增长142％，服装厂1973年205．38万元，1976年401．,07万元，对比增长95％．1976年，，全市工

艺企业14家<不包石湾)职工4049人；工业总产值2290．54万元，出口值824．33万元．．在此

时期，石湾镇为了发展美术陶瓷生产，于1975年建立了石湾陶瓷工艺美术厂，至此石湾有工

艺美术企业2家。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提高工艺美术的技艺水平和社会影响，这几年组织

了多次工艺品展览和交流。1973年在福贤路树德小学《今市教委所在地)佛山市二轻局与佛

山专区合办佛山地区(市)工艺美术展览。1975年2月2日在市展览馆(中山公匿)举办了

市工艺美术展览。此外，市民间艺术社在该社每年春节均举办民间工艺美术展览，。接待市民

参观'，以活跃春节文化生活。这些展览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1

在此期间，发展的工艺美术新品种有玉雕、金银首饰、彩瓷’．工艺国画(书法)，有机

玻璃工艺晶，小提琴．吉它等， ．j一． ：‘ ．． ∥ ’i

：为了培养年青一代工艺人才。予1972年开办了佛山市工艺美术学校。学制四年，招

收高小毕业有美术基础的学生100名入学，学完高中文化及中专美术课程，子1976年7月毕

业，学生分配到本市各工艺企业及从事工艺设计岗位上。佛山市工艺美术学校校长陈玉芬；

专职教师7人，．并聘请了广州美院以及美院附中的艺术家．老师和本市著名艺人讲授工艺美

术专业课程。学生毕业后，原工艺美术学校教师转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负责人由陈玉芬兼

任，从事工艺美术的研究，创新以及对工艺美术行业的技艺指导工作。 ·

，、

：为了落实国家对艺人政策，调动老艺人积极性，使传统工艺得捌继承和发展，，自1973每

国务院发出鼻46号文件矽至1976年底止，。先后有lO位老艺人带子女进企业及带徒弟学艺，为

我市培养了一批工艺美术年青技术人机、，!． ’， j，t：j，i．。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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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开放时期工艺美术开创新局面
‘

均粥年lo月粉碎了“四人帮静后，逐步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一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破坏

和影响，工艺美术得到蓬勃发展。1977年春节举办了佛Ⅱj市工艺美术展览，这次展览以工艺

美术的新面貌、新成绩向全市人民作了汇报。展出的作品有美术陶瓷、彩瓷，玉雕、金银首

饰，雕塑，墨鱼骨雕刻，刺绣，机绣、戏装，道具、狮头、扎作彩灯，秋色艺术，花画工艺

品、童服，民族乐器、小提琴、绉金纸、玩具、藤制品，竹工艺品，木雕、木家具等20多个

品种700多件(套)。省轻工业厅厅长欧初，副厅长王仕铡、黎田，王琢、洪亮，佛山市委

书记任成秀以及佛山地委，军分区等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开放10天，接待了五万多观众。展

览会期间，欧玉龙制作的矗周恩来总理，，彩绘瓷盘受到人们的赞赏。后来由欧玉龙、梁次、

徐浩等技艺人员为主，各方协作，以彩瓷，木雕、玉雕等艺术相结合制成了精致的“周恩来

总理”彩像敬送给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作为佛山市工艺美术人员对周恩来总理的缅怀与敬

意。此彩像后陈列于北京周恩来总理纪念馆里供人们瞻仰，

19丌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将于1978年初在北京举办第二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佛山市各

工艺美术企业和广大技艺人员纷纷投入了创作和设计，决心以最优秀的作品参加全国工艺美

术展览。佛山市二轻局、佛山市工艺美术公司提出了送展作品创作计划，并将创作任务落实

到有关企业和技艺人员。市委十分重视这次展览，市委书记任成秀、副书记梁申指出；佛山

市工艺美术历史悠久，要创作出具有佛山民间工艺传统技艺特色，反映佛山市艺人新的精神

面貌的最优秀作品为党为国争光，为佛山市30万人民争光。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创新设计和

制作，佛山市评选出215件(套)以及佛山地区254件(套)作品，参加广东省送展作品评选展

览。在送省评选之前，在佛山市举办了进展作品观摩展览。佛山地委书记杨德元，军分区司令

员陈坚石、佛山市委书记任成秀、江门市委书记周溪舞，以及佛山市，南海县委、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领导人和工艺美术技艺人员参观了展览。佛山市入选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作品158件

(套)。其中有美术陶瓷64件(套)、双面绣l件、机绣6件(套)、绣花童服7件，(套)、

金银座件2件，墨鱼骨雕刻4件、彩瓷8件，秋色2件，狮头1件(套)r'藤家具l件(套)、

大型有机玻璃寓灯l件，彩灯25件，剪纸20件(套)以及其他工艺品17件(套)。佛山市参

展的工艺美术作品美术陶塑“李时珍黟(刘传)、搿曾一行一(刘传)，私夺煤挣‘庄稼)，’

矗罗汉糟(刘泽棉。)，“小口扁肚结晶瓶一(霍日增)，墨鱼骨雕刻。小鸟天堂静(杨淑琼)

以及靠宫灯”(灯彩)、“百花齐放芹(剪纸)等收入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大型画册。

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于1978年2月22日一5月28日在北京美术馆展出，佛山市大型“头牌
灯弦(邓威)陈列予入门大厅正中。8件(套)搿藤家具沙发"(何兆森)是广东唯_一套

藤家具参加展出，并被摄入新闻纪录片中。展出期间，市=轻局，工艺美术公司先后组织了

备厂负责人，技艺人员会同工业，外贸、商业等有关部门人员100多人到北京参观与学习。

1977年9月13日至15日，省轻工厅欧初，王仕钊、洪亮、王琢以及省工艺美术公司刘佩仁等

领导人，邀请了广东省著名艺术家黄笃维，杨纳维、高永坚，潘鹤、尹积昌，谭畅、蔡畅

璇，蔡里安等会同佛山市二轻局联合召开石湾美术陶瓷、民间工艺美术座谈会．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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