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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寻访在潮汕的古街古巷，目光
很难不被屋顶上一件件缤纷的装饰物所
吸引——它们色彩绚丽夺目，造型精巧
逼真，从飞禽走兽到花鸟虫鱼再到神话
人物，几乎无所不有，这便是大名鼎鼎的
潮汕嵌瓷。

嵌瓷，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一种传统
民间工艺，它以绘画、雕塑为基础，采用
色彩斑斓的釉彩陶瓷片，经剪取、敲制、
镶嵌，制作成各种寓意着美好的艺术品，
多用于装饰庙宇、祠堂和民居建筑，被誉
为“绽放在屋脊上的艺术”。

其中，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大寮村
是潮汕嵌瓷的主要传承发展基地之一，
被誉为“嵌瓷之乡”。作为潮南区目前唯
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寮
嵌瓷”在百余年的传承发展中，既坚守传
统又不断革故鼎新，既扎根本土也不忘
向外发展。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前往大寮村采
访时获悉，在深圳对口帮扶汕头驻潮南
区成田镇工作队的帮助下，大寮村计划
将原有的大寮嵌瓷工艺社升级改造为大
寮嵌瓷非遗馆（暂定名），推动“大寮嵌
瓷”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大潮中，焕发新的
生机。

百年传统工艺“大寮嵌瓷”
是汕头潮南区目前唯一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
好、发扬好、传承好这一文化瑰
宝，是各方一直积极探索的课
题。随着深圳对口帮扶汕头乡
村振兴工作的展开，“大寮嵌
瓷”有望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大
潮中，焕发新的生机。

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
文化，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的内容之一。2021 年 7 月下
旬，深圳对口帮扶汕头驻镇帮
镇扶村正式展开，驻潮南区成
田镇工作队在进驻之初的调研
中，深感大寮嵌瓷深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可以作为乡村文化振
兴的重要抓手，在乡村规划、人
才培养、市场拓展、产品创新等
方面加以推进。为此，他们以
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将大寮村
作为重要的节点村，着力关注
大寮嵌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为推动大寮文化振兴、讲好大
寮嵌瓷故事、探索产业发展路
径贡献智慧。

记者在大寮村采访时，摆
放在嵌瓷工艺社院内的《潮南
区成田镇乡村振兴统筹规划暨
重点项目规划设计》的展板上，
大寮嵌瓷国家非遗馆、大寮水
上 嵌 瓷 花 园 的 效 果 图 十 分 醒
目，未来将在大寮村打造一座
地标式的建筑。

据驻成田工作队队长张志
敏介绍，目前针对大寮嵌瓷振
兴工作主要有几个着眼点，在
宣传推广上，规划建设的嵌瓷
非遗馆将整合两名嵌瓷非遗省
级传承人的场所——许少雄瓷
艺斋及许少鹏嵌瓷工艺社，提
升嵌瓷展陈条件；在村内加入
多种嵌瓷艺术小品，打造水上
嵌瓷花园。此外，利用多种平
台资源协助推广嵌瓷文化，当
好这项非遗文化的“宣传员”，
邀请各大媒体、名家走进大寮
了解非遗嵌瓷，开展宣传推广。

一个健全的文化保护与传
承体系对于嵌瓷振兴来说是必
不可少的，为此，对口帮扶工作
队 将 加 强 珍 贵 实 物 作 品 的 收
集、保存和展示以及其他珍贵
资源档案的数字化转存。与此
同时，探索建立实施传承人培
育计划，培养非遗传承人，开展
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加强与美
术艺术院校的学研交流。

如何拓宽嵌瓷产业发展路
径，切实惠及当地的文化发展
和传承人也是实现大寮嵌瓷文
化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张志敏看来，一方面需要以
大师培育为中心，发展工艺美
术产业。探索设置嵌瓷产业发
展基金，大力培养嵌瓷工艺大
师，引入美术艺术高校专家进
行产学研合作，鼓励优秀人才
加入。鼓励题材创新，从民俗
到工艺美术转变。另一方面用
品化，充分发挥嵌瓷的装饰功
能，开拓多元运用场景，融入建
筑装饰、家居生活，如屏风、摆
件 等 。 同 时 探 索 改 良 嵌 瓷 技
术，推动产品线生产，探索建立
嵌瓷制作体验基地，推广发展
体验产业。

走在大寮村的街道上，随
处可见嵌瓷元素的身影，两旁
民居屋檐上必不可少的嵌瓷早
已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而
道路两旁专门开辟的百米长廊
中，一幅幅巨大的嵌瓷作品在
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鲜艳，
也向过往的路人诉说着独属于

大寮嵌瓷的辉
煌记忆。

1月 8日，汕头市举行文化志愿服务系列
活动“非遗进社区”，潮绣、珠绣、大寮嵌瓷、潮
阳剪纸、内画（广东内画）、传拓技艺等非遗传
承人组成的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了非遗宣
传展示和技艺实践互动，弘扬传播非遗文化。

为贯彻落实《潮州市畲族文化保护条
例》，潮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传胜 9日
带队到潮安区走访了解各畲族村基础设施
建设、畲族文化保护、政策资金扶持等方面
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听取有关汇报。

1月9日至10日，广东红色文艺轻骑
兵走进揭阳，与揭阳市文艺志愿者一同
向揭阳空港经济区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
送上一场热情洋溢的文艺慰问演出，并
开展了相关调研活动和座谈交流。

1月 7日上午，以“金笔流光，人文
荟萃”为主题的汕尾陆丰乡村文化集市
活动在陆丰桥冲镇溪碧村金笔广场开
市。丰富多彩的活动充满“文化味”，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赶集”。（黄士）

沐浴着冬日的暖阳，位于
汕头潮南区成田镇大寮村的
大寮嵌瓷工艺社内，几名嵌瓷
工艺师正专心致志地打磨着
手中的作品，大寮嵌瓷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许少鹏忙碌的身
影也正穿梭在一件件未完成
的嵌瓷作品之间。

今年 46 岁的许少鹏，是
大寮村“嵌瓷世家”的第四代
传人。据许少鹏介绍，他的曾
祖父许石泉是家族中最早从
事嵌瓷工艺的，而原本学习灰
塑和壁画的曾祖父，走上嵌瓷
这条路子似乎也是机缘巧合。

原来，在许石泉生活的年
代，瓷器出口盛极一时，在大
寮村附近的码头就有许多运
输瓷器的商船。精美的陶瓷
在运输过程中容易破碎，而这
些意外损耗的瓷片往往会被
商人丢弃在码头。看着堆积
如山的废弃陶瓷，许石泉感到
十分惋惜，也触动了他“爱材
惜物”的神经。

最终，几经琢磨的许石泉
想到了嵌瓷，于是他向潮汕地
区有名的工艺大师吴丹成拜
师，开始学习这门工艺。凭借
已有的灰塑、绘画等功底，加
上勤奋的训练，许石泉很快成
为名噪一方的嵌瓷手艺人。

潮汕地区气候湿润，原本
用于装饰建筑的塑像容易老

化脱落褪色，而瓷片色泽鲜
艳，更具观赏性，并且有着其
他材料难以匹敌的优势——
耐久，经过长年的风吹日晒，
片片陶瓷不仅少有脱落，反而
历久弥新，亮丽如初，因此潮
汕人家对于嵌瓷格外偏爱。
清代《海阳县志》也曾有记载：

“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
丽不惜赀费。”其中就包括嵌
瓷装饰的盛况。

许石泉学有所成后，继
续不断打磨自己的工艺，并
将这一本领传授给自己的子
孙，“嵌瓷世家”的名声逐渐
响亮起来，潮汕的很多人家
宁可等上一年半载也要等到
许家来制作嵌瓷 。 许少 鹏
说，他的爷爷许梅洲精湛的
工艺更是深得各界人士好
评，在潮汕地区曾有传说“你
要建好厝，请不到梅洲师就
不算好厝”。

后来，许家更是陆续打破
了“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的陈规，将嵌瓷工艺技巧无私
地教授给前来学习的人，推动
着嵌瓷在大寮村的蓬勃发
展。在这块金字招牌下，大寮
村已是名副其实的“嵌瓷之
乡”，全村约2000人口中嵌瓷
手艺人便有100余人，在代代
相传中续写着属于大寮村与
嵌瓷艺术的斑斓篇章。

一团贝灰、一个个彩色瓷
碗、一把缶刀、一把铁钳和一把
灰匙，这就是潮汕嵌瓷工艺的
部分主要材料和工具。看似简
单的物品却能在嵌瓷工艺师的
精心构思与制作下，化作一件
件栩栩如生的嵌瓷作品。

不过，尽管嵌瓷工艺材料
看起来简单，流程也不复杂，但
其汲取了绘画、木雕、石雕、泥
塑、木偶等工艺美术门类之长，
可谓真正的潮汕民间工艺“精
粹”，想要完全掌握绝非一日之
功。

在大寮村，同为大寮嵌瓷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大寮村“嵌瓷
世家”的第四代传人许少雄就亲
自上阵，为记者展示了嵌瓷制作
工艺。只见他先将瓷碗用缶刀
熟练地敲成目标形状大小，随后
用钳子进行修剪，原本毫无规则
的瓷片在他的手下变成了一片
片叶子、一个个花瓣，令人惊叹。

“只看可能会觉得剪起来很
轻松，实际上陶瓷具有一定硬
度，除了练好技巧还需要适中的
力量，力量大了容易损坏瓷片，
小了又剪不出想要的效果。”说
起嵌瓷这门工艺，许少雄一下子
打开了话匣子。在许少雄看来，
正是因为嵌瓷的特殊制作工艺，
世界上没法找到完全相同的两
片碎陶瓷片，因此手艺人的每次
制作都是一次的全新创作，这也
使得嵌瓷更加丰富多彩。

许少雄告诉记者，潮汕嵌
瓷需要有灰塑的基础，并且涉
及平贴、浮雕、立体圆雕等多种
艺术手法，难度不一，需要一步
步学习，一些细节也需要用绘
画的形式进行润色点睛，这就
要求制作者打好基本功。特别
是作为案头陈设的嵌瓷作品，
对于局部细节的要求更是精
密，为了塑造更自然的线条和
弧度，就必须剪出更细小的瓷

片来拼贴，难度也大大提高。
此外，随着嵌瓷作品表达内

容和造型趋于多元和复杂化，有
时候遇到极小的构件没办法直
接用手来安装，就得提前设计
构思好制作顺序，哪一部分先
做哪一部分后做，做好小构件
之后再用小巧的工具钳着这些
构件，拼贴到主体造型上去。

“这不仅是个体力活，更需要花
费头脑和心思。”许少雄说。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名气日
益壮大，大寮嵌瓷并没有“画地
为牢”，而是积极地寻找机会“走
出去”。如今，走南闯北献艺的
大寮嵌瓷艺人，凭借其精湛技
艺，不仅在潮汕各地、省内城市
和全国各地留下了诸多嵌瓷作
品，而且远赴泰国、新加坡、香港
等地参加相关展览、评比和工艺
活动，主动接受不同艺术门类的
碰撞交流，将大寮嵌瓷及其背后
的文化底蕴传播出去。

对口帮扶助力
大寮嵌瓷焕发生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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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 瓷 作 品

《凌云傲雪》
许少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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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打磨 小小碎瓷片嵌贴出斑斓世界B

巧用弃料
匠人精神成就传奇嵌瓷世家

C 守正创新 从屋顶艺术到“落地生根”

大寮村随处可见精美的嵌瓷作品

许少雄嵌瓷
作品“王者之风”
许少雄 供图大寮村精美的嵌瓷作品

打碎的瓷片被嵌贴成了潮汕屋顶上的斑斓世界，汕头“嵌瓷之
乡”大寮村正积极借助帮扶力量推动该非遗项目进入千家万户

碎瓷塑艺厝顶生花
屋顶艺术“落地生根”

采访期间，记者在大寮村
走访时，随处可见精美的嵌瓷
作品和浓厚的嵌瓷文化氛围，
大寮嵌瓷非遗馆也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划升级改造中。可以
说，嵌瓷作为一种标志性符号，
生动地体现在大寮村生活的各
个角落中。

在许少鹏的工作室，陈必
崇、许昭勇两位年轻学徒正在
耐心地完成手中的制作。经过
多年学习积累，他们有望在嵌
瓷领域学有所成，传承这项非
遗技艺，但像他们这种耐得住
寂寞、能够坚守多年的年轻手
艺人并不多见。

嵌瓷技艺的发扬与传承，
离不开嵌瓷世家以及陈必崇等
年轻手艺人的辛勤耕耘，更离
不开一代代嵌瓷人对工艺的革
新与追求，他们在实践中不断
地进行创新，让嵌瓷能够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焕发生机。

比如，传统嵌瓷在平面作
业时常常使用平贴的技法，但
这种技法存在脱落风险，大寮
嵌瓷世家的手艺人们便摸索出
了一个新的“穿压法”，瓷片之
间有所重叠，以达到提高稳定
性的效果。许少鹏表示，由于
瓷片有一部分是插进贝灰里
的，这种方法会增加耗材，“但
是整个作品会更加牢固，所以
是值得的”。

此外，在常规概念中，嵌瓷
往往意味着屋顶的艺术，而随
着传统民居被钢筋高楼替代，
嵌瓷在民间建筑中发挥的作用
日渐式微。从“屋顶”回归“地
面”，是令嵌瓷艺术突破限制、
拓宽大众认知的创新之举。

为了更好地推广大寮嵌
瓷，许少鹏等非遗传承人尝试
着延伸嵌瓷艺术品的功能，从
原本只作为民间建筑工艺运用
于祠堂、庙宇、潮汕传统民居，
到如今逐渐制作一些茶盘、屏
风、摆件等私人家庭用品，这种
转变的目的正是希望引发更多
人对嵌瓷的认可和欣赏，让更
多的嵌瓷工艺品“飞入寻常百
姓家”，使这项非物质文化更好
地流传下去。

许少雄则不仅在题材的选
择上结合当下进行更多的拓
展，更在技法上有所开创。“我
目前的很多作品呈现都是 360
度的，可以从正面、侧面以及背
面任何角度去欣赏，完整度很
高。”许少雄表示，360 度嵌瓷
作品相比平面嵌瓷难度翻倍，
要求作者有着更加精巧的构思
和设计，但是作品的呈现效果
也会翻倍，“我们始终都是希望
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此外，大寮嵌瓷的手艺人
们目前也在积极尝试利用互联
网、直播等方式对嵌瓷进行宣

传，并且曾多次参与汕头市“非
遗进校园”活动，开设嵌瓷培训
班，为嵌瓷爱好者提供工艺培
训，让他们在动手尝试中培养
其对传统艺术的兴趣。许少鹏
认为，要更好地保护这项传统
手工技艺，需要形成文化
产业，在资金支持、人才
培养、收入保障等
方面加大
力 度 ，才
能促进这
一行业良
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