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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白海外来，为尽东道之谊，我陪友登临了东方明珠，游览了老城隍庙豫园，

最后逛了新天地。友人在为上海的美景所陶醉时，想购买几件有特色、有品位的工

艺美术旅游纪念品。这一下可犯难了，几乎是难以寻觅。如老城隍庙的剪纸、刻

印、画像、龙凤字等是各旅游景点的“拷贝不走样”。新天地的丝巾、印花衫、小瓷器

也无新鲜感。东方明珠的吹塑太低档，玻璃模型也常见。

为此，友人留下了一声长叹。然而，这对于我们却是具有振聋发聩作用的。上

海工艺美术现状的确是令人担忧，如上海的旅游部门曾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目

前来上海的外国游客，每人平均购买工艺品的费用仅为o．05元，即5分钱。这是

怎样的一个消费值概念呢?

作为海派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工艺美术，有着优秀的传统、丰厚的

积淀、卓越的大师、辉煌的记忆。先让我们回眸一下：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就

开始了从封闭性的吴越型区域小农城市到开放性的沿海型近代城市的转制，被称

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正是在这样一个开放而新兴的城市中，孕育和形成

了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海派工艺美术，从而与京派工艺美术、粤派工艺美术形成

三足鼎立之势，并在对外影响及出口上独领风骚。当时的海派工艺美术领域是大

师辈出、流派纷呈、佳作不断。如玉雕周寿海、牙雕蔡健生、木雕徐宝庆、剪纸王子

淦、灯彩何克明、细刻薛佛影等。海派工艺美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较好

的保护和发展，从坊间制作改成工厂化的生产。“文革”动乱，海派工艺美术被作为

“封、资、修”的东西打倒，整个行业面临了一场深重的灾难。粉碎“四人帮”后，海派

工艺美术拨乱反正，在调整、充实中略有起色。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中，由于体制的陈旧、人才的流失、市场的放开等

因素，不少工艺美术行业解体或转产，生产规模日趋萎缩，工艺技能逐步退化，有的

传统绝技已悄然失传或正面临后继无人。海派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的基因趋于低

迷，其相关的产业链也面临短缺，如新产品的市场调研已很少问津，创新设计开发

也被急功近利的模仿所取代，有造诣的工艺美术人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鼓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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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跳槽或出国。如笔者在国外遇到的一位食品雕刻师，就是原上海的玉雕高手。

而工艺新人的培养因大气候的影响而缺乏吸引力，任何领域，如没有后继的储备力

量和人才资源，其后果是可以想像的。由此可见，海派工艺美术所面临的现实是令

人担忧的。

通过以上对海派工艺美术现状的简要分析，重在呼唤这样一个意识：如今在

上海大发展、申博获成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应充分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调整改革，

努力拼搏，谋求发展。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已于前不久成立，从而标志着世博会

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实质性的启动阶段，从而为海派工艺美术的振兴搭建了一个大

舞台，我们应借此东风，主动积极地做好前瞻性的预测和可行性的准备。

世博会的召开，将为海派工艺美术提供巨大的商机和丰厚的融资，使其为海派

工艺美术装上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享誉世界，而海派工艺美

术更是其中的一枝奇葩，颇受海外收藏家和爱好者的青睐。如我国赠联合国的青

铜宝鼎，中央赠香港回归时的白玉兰水晶雕等，均出自上海工艺美术家之手，尽管

这些精品仅是凤毛麟角，但毕竟显示了海派工艺美术的深厚造诣。因此，海派工艺

美术品的发展空间与市场潜力都极大。而且用发展的眼光看，目前上海的外国人

口仅数万，而到了2010年世博会召开之际，外国与会者的人数将急增至7 ooo万。

造型优美、工艺精致、风格鲜明的海派工艺品将会成为众多的外国与会者的选购之

物。因此，有必要成立上海工艺美术行业世博会产品专题研究开发组织。分为国

际调研、纪念品设计、专业制作、行业协调、广告媒体、包装造型、价格定位等几个具

体运作部门。同时，也要进行专门的海派工艺美术创作思想的研究及当代国际工

艺美术审美时尚的探讨。

从国内市场来看，所蕴藏的商机同样也是天地广阔。目前，上海人均GDP即

将突破5 ooo美元，到2007年，人均GDP将达到7 500美元，而到2010年，人均

GDP将达到10 ooo美元，这个增长点将拓展出令人振奋的巨大商机。特别是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素养的充实，审美需求的增长，上海人对构思独特、质地

精美、装饰性强并具有保值性、收藏性工艺品的需求将大大增强。目前，国内拍卖

市场上工艺精品的抢手已初露端倪。而上海人收藏工艺品也已形成了气候，应当

让更多的工艺美术品走进百姓家门。

为了适应工艺美术的大发展，必须建立精品制，改革用人制。要鼓励、促进出

工艺精品，出传世佳作，并采取保护、激励、重奖的措施。因此，要打破传统的论资

排辈的用人制，要落实陈良宇书记关于在“赛马场选马”的人才观，只要有创作才

华，能出精品佳作，就应该不拘一格，破格提升，要建成工艺美术的人才高地，形成
172



盟史熊盛功唇壹亟三茎羞丕丝星耋皇亟型
DUl S}眶卜BO a1日托GONG HOU HAIPAJ G0nJGYI M日翳U DE SIKAO YU YlJCE

精英机制。工艺美术大师需要年轻化。如最近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同意成立的上

海市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就将为保护、振兴海派工艺美术发挥积极作用。

海派工艺美术的可贵之处，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文精神，如当

年的绒绣就是外来引进的，然后和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相结合，形成了中西合璧的

海派工艺新品种。近年来，在国外颇流行的布艺、纸雕等，在我国亦有较大的市场

需求和发展潜力。而今离世博会召开还有数年，应抓紧时机开发出海派工艺美术

新品种，并做到统筹规划，具体落实。

世博会的曙光已经在前。海派工艺美术同仁们将和全市人民一起赶考。

(本文作者为上海电台文艺频率主任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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