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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之余，郑而华还不忘
精进技术，利用碎片化时间创
作了一件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
雕刻作品。这并非寻常之作，
它是艺术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寓意。该
作品以破碎的花瓶与游动的鱼
为原型，巧妙融合了“碗礁一
号”沉船文物的哀愁与平潭海
洋文化的悠扬，构成了一场动
静 相 宜、寓 意 深 远 的 视 觉 盛
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更加
深刻地感受到了海底世界的神
奇和美丽。”他说。

郑而华自踏入校园任教以
来，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对

工艺美术传承的使命感，将自己
的知识与技能倾囊相授。“学校给
了我广阔平台，我想把所学传给
更多孩子。”郑而华说。

“郑老师对我来说，是匠心的
传递者。”今年是智能制造学院大二
学生周成东在工作室学习的第二
个年头，谈及郑而华，他满脸都是崇
敬。“他不仅传授给我们技艺，还传
授了那份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对待
每一刀每一划都要精益求精的精
神，令我受益匪浅。”

从个人工作室到校园讲台，
郑而华感受着角色的转变。“工作
室能专注创作，校园则更重知识
传承与学生引导，教学需系统多

元，我也在不断适应调整。”他说。
郑而华始终坚信，雕刻是挑

战与创造并存的艺术，能锤炼技
艺、磨炼耐心，更能提升审美与创
造力。他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
生大胆想象、勇于创新，注重互动
交流，激发学习热情。

谈及未来，郑而华目光坚定：
“我会深化雕刻艺术研究与教学，
探索新技巧，关注学生成长，为雕
刻艺术传承发展竭尽全力。”在福
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这片教育的
沃土里，郑而华正用他的技艺与
热情，雕琢着石雕艺术的未来，培
育着一批批传承的火种，让石雕
艺术发扬光大。

□融媒体记者 郑也

在这个光影交错的工作室
里，郑而华凝视着手中的石料，
目光坚定而温柔。对他而言，雕
刻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份
对传统的守护与尊敬。他说：

“我们需要更多青年才俊，一同
肩负起传承工艺美术的责任。”

“雕刻，是对时间的一种较
量。”郑而华轻声道，“每一道刻
痕，都是对耐心与毅力的检验。”
在他的指引下，学生们的目光从
最初的浮躁渐渐转向专注，他们
在切割与雕琢中学会静候，体会
那细水长流般的创作历程。这种
静心的艺术，在现代快节奏社会
引人思考：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
值得追求的东西？

“工艺美术，是历史的镜鉴，
也是未来的指南。”郑而华深知，
每一项传统技艺的背后，都蕴藏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教授学
生如何从一块平凡的石头中读取
故事，他鼓励他们去探索历史，理
解传统，从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融
入更多的情感与思想。“让艺术不
只是形式的堆砌，更是文化的延
续。”这是他对学生们的期许，也
是对自己的鞭策。

在时光的长河里，每一道刻
痕都是对未来的呼唤。郑而华
与他的学生们，正如历史长廊
中的点点星光，虽然微小，却熠
熠 生 辉 。 他 们 用 实 际 行 动 证
明，传统工艺美术不仅不会暗
淡，而且将在青年一代手中绽
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让我们
一起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会有
更多璀璨的故事，从这一刀一
刻间诞生，讲述着文化的延续
与创新的力量。

□融媒体记者 郑也 文/摄

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隅，有一间工作室，是

由平潭匠人郑而华领衔的技艺技能（石雕）传承创新工作

室。从去年开始，郑而华这位深耕石雕艺术多年的匠人，

开始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用他那双灵巧的手和敏锐的

眼，让一块块冰冷的石头焕发出生命的温暖与光彩，也带

领着不少青年学子探索石雕世界的奥秘。在他的指导

下，许多原本对雕刻知之甚少的学生逐渐爱上了这一门

艺术。

匠心汇聚匠心汇聚 技艺启蒙技艺启蒙
夜幕初临，工作室里早已灯

火通明，热闹非凡。27日晚，郑
而华被一群青春洋溢的学生簇拥
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论学哪门技艺，得先摸透工
具。”郑而华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在工作室里回荡。学生们个个聚
精会神，眼睛紧紧盯着老师手中
的工具，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来自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的
大一新生卓欣然，听得入神，她的眼
中闪烁着对雕刻艺术的好奇与热
爱。“雕刻就像一场与石头的对话，
有趣且磨炼心性。”卓欣然说。入学
不久，得知学校有石雕学习机会，她
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室，
开启了自己的石雕探索之旅。

据介绍，技艺技能（石雕）传
承创新工作室于去年成立，融

“产、学、研、用”为一体，既是省技

能大师工作室，也是省文联“文艺
两新”实践聚集地。环顾工作室
四周，这里配有先进的数字雕刻
机和传统的石雕设备。“通过数字
化虚拟仿真设计和动手操作的实
践训练，学习者不仅可以学习到
传统的雕刻技术，还可以借助数
字技术，创新文创产品的设计和
制作，使得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和
文化创意相融合。”郑而华说。

在教学中，郑而华深知每个
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者。“引
导他们发掘潜能，找到自己的创
作方向，是我最重要的任务。”他
说道。曾有学生在创作中陷入困
境，情绪低落，郑而华与其促膝长
谈，共同探寻出路，最终见证学生
突破瓶颈，完成作品。那一刻，学
生的喜悦与成就感也深深感染了
他。

砖上花开砖上花开 韵味悠长韵味悠长
在工作室一角的工作台上，

排列着数块闽南红砖，它们并非
普通砌墙之物，而是即将化身为
艺术品的载体。郑而华正指导学
生们在这独特的“画布”上施展才
华，将一项项精妙绝伦的图案逐
步勾勒成型。

郑而华深知，学习石雕技术
对初学者来说颇具挑战，尤其是
在坚硬的岩石上留下痕迹，需要
极大的耐心与技巧。为了降低门
槛，便于学生上手，他选择了闽南
红砖作为训练材料。相较于石
质，红砖硬度适中，易于操作，尤
其适合初学者磨练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红砖不

再仅仅是建筑材料，它们摇身一
变，即将成为具有观赏与实用双
重价值的文创产品。它们不仅外
观典雅古朴，还能充当茶盘。当
一杯清茶置于其上，瞬间增添了
几分禅意，仿佛能让人穿越时空，
感受那份淡泊宁静之美。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有的
魅力，而平潭自然风光旖旎，人
文景观丰富。郑而华计划在红
砖上雕刻更多象征平潭风情的
元素，如闻名遐迩的石牌洋、波
澜壮阔的海岸线、古朴的渔村
等，旨在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产
品，让更多游客领略平潭的自然
与文化瑰宝。“这是一种新颖且

有效的推广方式，能够让平潭之
美深入人心，吸引更多人前来探
访这座隐匿于东海之滨的宝藏
之地。”他说。

在郑而华与学生们的共同
努力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红砖
正逐渐化身艺术品，它们承载着
对平潭美景的热爱，也见证着传
统艺术与现代创意的美妙邂
逅。郑而华深知，传承绝非机械
复制，而是要在坚守传统精髓的
同时，注入时代活力。他将创新
理念引入石雕教学，鼓励学生以
全新视角解读传统文化，设计出
兼具艺术美感与市场潜力的文
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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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而华（后排中）与学生们及其创作的作品一起合影。

刻痕之间
艺无止境
—— 郑而华与传统

工艺的守望

工作室一角

学生在打磨方砖。

郑而华（左）在指导学生创作。 数字雕刻机可以实现自动化雕刻。 石雕作品《海底一角》 石雕作品《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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