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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一周
12 月 7 日，2021 年汕头市“潮汕

人游汕头”活动启动，数百名来自潮
州、揭阳的市民游客参与了首日活
动。该活动旨在让潮汕市民游客进
一步了解汕头文化，加强潮汕三市文
旅行业交流合作。

12月12日，潮州市文明办联合
市妇联，通过“行走的红色文学课
堂”形式，在潮安区江东镇红棉公
园为学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以

“颂党恩，传家风”为主题的党史学
习教育课。

12月 10日，2021年揭阳市“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科普宣传月”活动开展。活动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等方式向市民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提高民众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
法律意识和自觉性，调动全社会参与支持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12 月 10 日，2021 年岭南学术论坛
“东方红场——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及
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学术研讨座谈会
在汕尾市海丰县举行，与会领导嘉宾为
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研学传播基
地举行揭牌仪式。 （黄士 王沫依）

“第 20 届中国（揭阳）玉
文化节到来之际，每天的旅
游大巴约 20 辆，日均接待省
内外游客约 1000 人次……”
据夏怀书介绍，为弘扬中华玉
文化，自 2002 年开始，每年由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
珠宝首饰中心、亚洲珠宝业联
合会、揭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中国 (揭阳）玉文化节，成
为了全国最重要的玉文化交
流、商贸交流活动。

每届玉文化节期间，来
自 缅 甸 等 东 南 亚 国 家 和 香
港、台湾、北 京、上 海、广 州
及 云 南 等 地 的 玉 商 云 集 揭
阳 ，参 加 玉 石 拍 卖、玉 器 精
品 展 览 、玉 文 化 论 坛 等 活
动。在刚刚落幕的第 20 届
玉文化节活动期间，主办单
位 则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方 式 ，举 办 3D 虚 拟 翡 翠 精
品 云 展、玉 器 珠 宝 表 演 秀、
珠 宝 玉 器 电 商 直 播 嘉 年 华
暨“ 最 强 带 货 人 ”大 赛 等 系
列活动，让各地玉商和游客
感受揭阳精美翡翠玉雕和深
厚的玉文化底蕴。

为彰显亚洲玉都、中国
玉都效应，揭阳市近年来将
玉石产业作为特色产业、文
化产业和重要支柱产业倾力
打造，实施“一个融合、两个
转型”的发展思路，即做好旅
游业与玉产业的融合，以玉
都品牌带动旅游发展，以旅
游发展促进玉文化产业的升

级，实现揭阳玉器产品从以
高端为主向高端与大众化相
结合的转型，揭阳玉器市场
从以批发为主向批发与终端
销售相结合转型。

此外，揭阳市方面还聘
请华阳国际规划设计院，高
规格、高标准地规划建设占
地 2.3 平方公里的玉文化核
心区，努力将该玉文化核心
区打造成为购物、商务旅游
示范区、全国著名的购物主
题景区。目前，保利大都汇、
玉都一号等一批商贸中心正
抓紧建设，下一步还将规划
建设揭阳缅商玉文化基地等
项目。随着这一批工程的实
施，揭阳将成为玉石行业产
业最配套、设施最完备、服务
最全面的玉石产业基地和宜
居、宜商、宜旅的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

“连续举办 20 届玉文化
节从不间断，这在珠宝玉器
行业是难能可贵的。”夏怀书
告诉记者，揭阳产业园玉文
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还在不
断探索玉文化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路子，希望通过加快文
旅融合发展步伐，打造以寻
玉、赏玉、购玉为主线的文化
旅游业，同时加快玉都人才
培育、发展珠宝电商贸易新
模式，擦亮“中国玉都”这块
金字招牌，大力提升揭阳玉
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和区域
影响力。

其实，百年之前，全国各地
挑担贩卖的农闲货郎随处可
见，但为何只有揭阳的阳美能
够发展成为今日的高端玉器产
业基地呢？对此，许多在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揭阳玉商
都会提及一个共同的答案：“天
下美石、阳美成器”“缅甸玉、
揭阳工”。

确实如此，不断传承创新
的玉雕技艺和薪火相传的玉雕
人才，是揭阳玉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保证。

据悉，阳美玉雕在百余年
的发展中，经过一代代玉商的
摸索、传承和创新，融会了南北
两派的玉雕风格，并且吸收了
潮汕地区木雕、石雕、潮绣、陶
瓷等传统工艺的精华，总结出
一整套设计理念和加工技艺，
其产品涵盖各种戒面、手镯、翠
玉佩、翠玉牌、白玉、金镶玉等
首饰、摆件、挂件三大类 3000
多个品种，形象逼真，技艺精
美，令人叹为观止。

玉不琢，不成器。据中国
玉石雕刻大师、中国玉雕天工
奖金奖得主、老蒋玉雕艺术工
作室的创办者黄晓蓬介绍，阳
美玉雕包括了选料、切石、设
计、雕刻、抛光等流程，每位玉
雕师就像是翡翠原石的“医
生”，在下刀解剖前“医生们”都
要仔细“诊断”，通过精确算料、
精心设计，充分利用玉石的天
然纹理色彩大胆构思、巧妙设
计，并且要注重因材施艺、用工

独特、俏色巧雕。
阳美翡翠玉雕独特的工艺

价值、审美价值，历来深受海内
外艺术爱好者、收藏家好评。
在由国内知名顶级玉器专家进
行权威评审的历届“百花奖”
中，揭阳参评作品荣获了特别
奖、金奖、银奖和铜奖等大部分
奖项，在全国各玉器区域的竞
争中可谓一骑绝尘。

在玉雕人才培养方面，揭
阳职业技术学院宝玉石鉴定与
加工专业已常态化开办“阳美
玉雕实训班”、举办《非遗保护
与创新——传统雕刻题材与当
代审美趋势探讨》，加强玉文化
人才培育工作，促进玉雕工艺
美术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当

前，揭阳市玉器行业已有正高
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2 人、高级
工艺美术师职称 33 人、中级
工艺美术师 175 人、初级助理
工艺美术师 523 人。张炳光、
洪荣辉、黄晓蓬、郑少山、林
鸿德等玉雕作品均多次在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天工奖”等展会中荣
获金奖。

在引领行业不断前进的背
景下，不仅揭阳的本土企业注
重玉器人才培养、产品研发创
新，香港、台湾、上海等地玉器
企业也纷纷在揭阳设立创意工
作室，香港佳士得等国际著名
拍卖行拍卖的玉器精品大部分
出自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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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玉器产业以阳美村为
核心，是在阳美村已有上百年
历史的玉器加工业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也许很多人都会好奇：
不产玉的阳美，一百多年前还只
是一个地处“田洋之尾”的寥落
贫困村庄，它究竟是如何一跃成
为坐拥千亿的翡翠都城的呢？

提及揭阳的百年琢玉史，
夏翰城是一个许多玉商经常提
及的名字，而他正是揭阳产业
园玉文化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夏
怀书的祖父。

“阳美村因土地不足，自然
条件受限，很多农民光靠种地
很难维持生计，农闲时的各种
副业、手工业成了他们另一个
生活来源，最常见的莫过于‘挑
八索’，也就是挑担走街串巷贩
卖的小本生意。”夏怀书告诉记
者，他的祖父夏翰城就是阳美
村早期“挑八索”的农民之一，
以买卖旧货、收购旧玉、簪花等
首饰增加零碎收入。

随着贩卖经验的不断累
积，夏翰城等“挑八索”的农民
逐渐发现，他们收购的可以熔

炼的金银远不如珠玉翡翠值
钱，于是，珠玉翡翠成了他们的
重点收购对象，“这些农民也就
成为了‘玉农’，就是脱离农田
后、以玉石换取粮食的农民。”
夏怀书说。

最开始，夏翰城还只是做
着金银首饰回收翻新的买卖，
后来一次偶然的经历，他发现
玉器加工是一个极受欢迎却尚
未有人涉足的领域，于是在几
经尝试之后，便大胆收购此前
没有什么人愿意收购的碎玉，
开办了戒指环、银花碎玉半成
品加工作坊。

此后，为了更大的市场和
更好的发展，夏翰城只身一人
前往广州闯荡，期间不断往返
于揭阳和广州，并且无私地将
学到的技术传授给了邻里乡
亲，让更多人学会了新的谋生
手段，也逐渐打开了揭阳玉器
批发贩卖的新局面，也带动了
整个揭阳玉器产业的发展。

一根扁担两个筐，挑起百
年玉都梦。在过去的百余年时
间里，“夏翰城们”由简单的“挑

八索”做到手工业主，逐渐完成
了从玉农到玉商的角色转变，他
们在经历战火洗礼和社会转型
后，凭着潜心钻研的匠心精神和
吃苦耐劳的坚韧意志，终于让珠
宝玉器行业在阳美村乃至整个
揭阳市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揭阳的玉
器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敢
为人先的阳美人开始从缅甸采
购翡翠玉石原料进行切锯、加
工、销售。自 2018 年开始，揭
阳又以中缅玉商合作为切入
口，先后在阳美和乔南开设两
个公盘场，打破了揭阳玉器珠
宝产业链乃至全国翡翠市场原
有的第一环玉石毛料受制于人
的困境。

如今，揭阳玉都的玉器商
户已有 5000 多家，从事设计和
雕刻的工作室500多家，从业人
数高达8万人，并且形成了以阳
美高端翡翠为主导，乔南中高端
翡翠为辅，乔西白玉、碧玉、彩宝
等为补充的综合性珠宝玉器集
散地，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高
档、最大型、最集中的翡翠生产、

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产自
阳美的翡翠玉器占全国中高档
翡翠玉器市场的90%以上。

2005 年，亚洲珠宝联合会
授予揭阳市“亚洲玉都”称号；
2006 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
予揭阳市“中国玉都”称号；

2007 年，揭阳阳美被广东省评
为文化产业创意示范基地；
2008 年，揭阳阳美翡翠玉雕被
评为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2011年，揭阳市阳美玉都旅
游景区被评为广东省唯一国家
4A级旅游购物景区。

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揭阳
玉都的当天，为期三天的中国
（揭阳）玉文化节刚刚结束，虽
未亲眼所见他人口中人头攒
动的盛况，但仍可通过规模宏
大的场地与整齐划一的店铺
想象到玉文化节的热闹场
景。在阳美这个揭阳玉文化
产业核心区，沿着街道穿过社
区，记者无时不在感叹揭阳

“中国玉都”称号的名副其实。
作为历史上三大商团之

一的潮商，如何克服并不产玉
的不利条件、在残酷的商战中
博得一席之地呢？记者交流
下来发现，除了一代代玉石人
身上具备的勤劳聪慧品质外，

“诚信”是他们手中的另一把
利剑。

“我们玉商做生意，最重
要的就是诚信，所以别人相信
我们，愿意和我们来往。”谈起
这一优秀品质，夏怀书的语气
里带着一丝骄傲，他表示揭阳
玉石人的诚信有目共睹，作为
合伙人，可以抱团买石，同甘
共苦；作为合作伙伴，口头一
诺便可定下千万元的生意；而
对于需要巨大现金流的玉石
生意，诚信也能够帮助他们赢
得周转的余地，从而获得更大
的交易空间和机会。可以说，
诚信这一如玉美德为揭阳玉
商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可谓用
精诚所至赢得金石为开。

这一点在玉雕匠人身上
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有着深
厚美术功底的中国玉石雕刻
大师黄晓蓬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向记者强调了艺术与天赋
在玉雕行业的重要性，但问及
工作室挑选学徒的首要标准，
黄晓蓬毫不犹豫地表示是“诚
信”，“我们要打造品牌，人品
是第一，做这一行一定要诚
信，不然没有人愿意和你接
触。”

在揭阳，还有许许多多和
黄晓蓬一样的玉石人，他们自
小耳濡目染玉石文化，在打磨
工艺的同时，始终将诚信摆在
首位，作为安身立业的准则。

潮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
评价潮商时，曾用“信用”两个
字作为概括。他认为，潮商们
承祖训“民无信不立”用于经
商，形成了可贵的商业道德，
这是潮商成功的关键。百年
玉都经历时代的洗礼，在当下
焕发出新的生机，而“诚信”作
为不变的精神始终贯穿于玉
都的发展，令这块金字招牌更
加熠熠生辉。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黄晓蓬在设计玉雕作品

壹

贰 百年“揭阳工”薪火相传 叁 文旅融合 玉都“再出发”

玉雕大师张炳光作品 受访者供图

“挑八索”挑出玉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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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揭阳）玉文化节
在阳美村举行

粤东千年古邑揭
阳，是一个被镌刻在美玉之上

的名字——以揭东区磐东街道阳美
村为核心的揭阳玉器产业集聚区，用百余

年的时光，挥洒几代人的汗水，造就了全国乃
至亚洲的翡翠生产、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
用代代传承的诚信、团结、开放、创新等如玉美
德，雕琢出“亚洲玉都”“中国玉都”盛名，并带动了
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11月26日至28日，以“创新玉都，‘玉’见未
来”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中国（揭阳）玉文化节在
阳美村举行，集中展现近年来揭阳市玉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与玉雕人才培养的成果。这
场一年一度的玉文化产业盛会，也再次
将世界各地的目光吸引到了揭阳

这座因玉闻名的古老而又年
轻的城市。

““中国玉都中国玉都””历史悠久历史悠久
揭阳大力发展玉文化产业揭阳大力发展玉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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