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主编：郝宗耀
美编：王 瑶
审校：刘 璇

电话：68068209

2023.7.7

青岛贝雕
何以走向全国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姜姗

中国（青岛）贝雕非遗文化高峰论坛、第一届山东省职业技能大
赛、深圳文博会……忙碌地奔波于全国各大展会活动现场，青岛臻艺
贝雕作为近年来国内贝雕企业勇拓创新的转型代表，“目前的订单已
经排到年底了，预计今年营业额再创新高！”总经理刘武表示，以传承、
发扬贝雕工艺为使命，希望在科技创新驱动的贝雕业发展“3.0时代”
能激活贝雕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推动青岛贝雕走向全国，
携手全国力量，推动中国贝雕走向世界。

青岛臻艺贝雕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武从
小对各种贝壳充满热爱，自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后创
办企业，有着自己智能化工程项目主业，积蓄了足
够的实力之后，“回溯对贝雕行业的热爱初心，也以
此回馈社会，依靠自己企业持续性的投入，来养护
和扶持贝雕业的赓续长存。”

走进位于崂山区松岭路的青岛臻艺贝雕工艺品
有限公司，刘武刚送走了一位求教贝雕传承技艺的年
轻人。光彩夺目的贝雕作品《青岛号》《青岛风光》，立
体贝雕工艺品《清雅君子》、经典之作《郑板桥竹
子》……贝雕展区形式题材丰富、各具特色的贝雕工
艺品达上千种，犹如一座贝雕主题艺术馆。品种多样
的贝壳经过非遗传承者的妙手，通过剪取、车磨、抛光、
镶嵌或雕刻等工艺变成了各种精美的摆件、贝壳画等

工艺品。崂山贝雕技艺于2022年入选了崂山区第七
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青岛市文创产品大赛等活动中屡获殊荣，使得贝
雕成为承载崂山山海文化新的艺术符号。

青岛“臻艺贝雕”的前身是青岛一家诞生于上
世纪60年代的老贝雕工艺品厂，2021年进行了重
组，取新名为青岛臻艺贝雕工艺品有限公司，刘武
担任公司总经理。

秉持振兴贝雕行业的初心，刘武不辞辛苦，近
年来赶赴全国拜访贝雕名师，北到大连，南到广西，
足迹踏遍城市、岛屿至乡村，只要有贝雕厂和贝雕
师傅，他必亲自登门拜访，不但学习到了贝雕的很
多知识，还为公司聘得了广

东贝雕大师，这为臻艺贝雕作品创作风格和设计感
带来融古博今的传承与发扬。

“公司从前几年只有2个师傅，至近年来收购其
他厂家，拥有近30位师傅。2021年刚成立时销售额
仅20余万元，去年达到100多万元，今年上半年比去
年同期已增长300%，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再创历
史新高。”

刘武告诉记者，如今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

备、技术实力和设计水平，为中外市场客户提供“专
业化、国际化、品牌化”的贝雕产品，“目前企业的订
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我们各项经营指标健康发展。
总结自己的优势和亮点，应该是更懂品牌运作，更
注重科研力量的投入。”

刘武是福建人，透着“70后”新锐企业家身上
敢闯敢干的商业胆识，以及独到的品牌经营理念，
为以传统经营模式为主的青岛贝雕行业带来
“冲击波”。

谈及疫情之下销售额反而逆势增长的原
因，刘武表示：“主要是市场客群的变化，尤其
是本土大企业客户的定制数量增多，有的企业
客户订购一次的数量以千数计，订购数额达上
百万元。”

搅动“一池春水”

青岛贝雕的衍变与蝶变
上世纪60年代之前，青岛还未出现贝雕工艺

品。1960年，当时的青岛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现为
青岛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研究人员，开始研发贝
雕项目，利用天然的鲍鱼壳、珍珠母贝、夜光螺等几十
种贝壳，依势取形，吸收牙雕、玉雕、木雕和国画等众
家之长，结合螺钿镶嵌工艺特点，试制成以中国画传
统构图浮雕形式的山水、花鸟等内容的画屏，这种画
种一经问世引起轰动。1962年，工艺美术工业公司
专门成立青岛贝雕工艺品厂(青岛贝雕工艺品有限公
司前身)，在全国率先规模化生产贝雕工艺产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岛贝雕工艺品厂的发展
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1982年，在全国贝雕行业
评比中，青岛贝雕名列第二;1985年，在全国贝雕行
业评比中，青岛贝雕工艺品厂创制的高浮雕大型贝
雕画《文成公主入藏图》和螺钿平贴装饰壁画《傣族
之春》等作品，获得总分第一，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
最高奖——百花奖“银杯奖”;上世纪90年代初，青
岛贝雕产品荣获国家旅游局颁发的全国旅游产品

“天马”金奖。青岛贝雕曾先后指定为北京国宾馆、
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中南海会议厅、
首都机场、中央军委大厦、济南国际机场、青岛火车
站等重要场馆创制大型贝雕作品，多次承制代表国
家和省、市政府部门对外文化交流的高级礼品;远
销世界60多个国家，成为重要的创汇产品。

上世纪90年代，贝雕技艺未能及时创新，开始
进入衰退期，国内外市场严重萎缩，出口订单为零。
2001年开始青岛贝雕厂对关键项目进行整改，注重

捕捉消费市场的信息反馈，通过产品创新、营销创新、
管理创新等措施，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纵观青岛
贝雕60年的发展历程，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
水、花鸟题材，到七八十年代的传统仕女形象，从九十
年代的大型立体古建筑题材，到现在的都市风光、时
尚文创以及个性化定制题材，青岛贝雕紧跟时代潮
流，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与时俱进，成为大自然赐予青
岛这座海滨城市一份独具魅力的“城市礼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形
成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近年来，青
岛市在非遗的文化提炼、品牌树立、民众参与、非遗
产业等方面，均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长足发展，挖掘培
育了一批重点非遗企业、非遗园区、领军品牌和优秀
匠人，打造彰显青岛城市印记的“青岛有礼”手造品
牌和特色非遗产品，以青岛贝雕工艺品有限公司、臻
艺贝雕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奋勇追先 ，开拓进取，擦
亮了能呈现出青岛特色的贝雕非遗名片。

发掘天时地利人和之势，聚焦“贝雕这一行业逆
势而上”现实版图景，这对于进一步加强青岛贝雕与
全国各地贝雕非遗传承人及贝雕企业学习交流，共
同探究国内贝雕产业发展方向，让更多贝雕优秀传
统技艺得以弘扬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以讲好青
岛贝雕故事为切入点，延续城市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也将为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
保护和创新发展，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贡献力量。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姜姗

目前，全国贝雕业发展有些举步维艰，尤其
是贝雕行业的传承人发展现状，“比国宝大熊猫
更弥足珍贵”。

今年6月10日是我国第七个“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
展示活动的通知》，全国非遗行业涌动着充分认
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新潮。刘武表示，作为
从业者，迎来了时代机遇，要坚定文化自信、肩负
起保护的责任，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强
劲的活力。

刘武告诉记者，今年将下大力气招聘学徒，
引进新生力量，扩充贝雕制作人员，以保证产
量和企业的长远发展。拓宽渠道，打响臻艺贝
雕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外，同各高校交流密

切，意在大学开展贝雕产品创新
创意大赛，推动文化创意赋能产
业，搭建产业链平台，积极推进
产学研合作，不断吸引新生力
量，一步步推动贝雕这一传统
艺术走近年轻一代，使贝雕
同现代社会文化及美学发
展相碰撞融合。

在进军贝雕行业起初，刘武给自己立下了
“军令状”：用三年的时间做到行业前三，产值千
万级，并推动中国贝雕走向世界。

今年 4月初，由刘武在业内号召发起的
“激发非遗活力 弘扬匠心精神”——中国（青
岛）贝雕非遗高峰论坛在青岛举行。这一由臻
艺贝雕承办的高端论坛，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大
力支持，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崂山区委宣
传部指导，崂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在这一有着“贝雕界奥斯卡”之称的活动中，
“非常荣幸，我邀请到金阿山、路光荣、利成世、金
吉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亲临现场，以及国内知名
贝雕企业代表相聚青岛，是共同探讨贝雕行业发
展的产学研融合盛会。”刘武感慨道，“这些大师
们其中最大的年龄80多岁，以后传承人可能也就

断档了。”作为本次会议的亮点成果之一，与会者
一致促成了高峰论坛“青岛共识”，旨在保护传
承、发扬振兴中国贝雕技艺文化，讲好海洋故事，
推动青岛贝雕发展优势做足做强，走向全国。

刘武笑称自己的新定位，是“一位每天在尽着
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往前跑”的中国贝雕人。

在其引领下，企业成长迅猛，人员规模和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以青岛为起点，开拓市场已
至西安、云南、广东等，产值连年增长。专注于
以贝雕为主的装饰画和家居摆件的研发、设
计和生产，主要盈利在定制业务上，企业定
制、高校定制较多。企业定制主要有全国
中车、特锐德等大企业客户，高校有中国
海洋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复旦
大学等。

扛起振兴大旗

刘武正在向记者介绍贝雕作品。

进军“3.0时代”文化输出

青岛贝雕工艺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曾经的
青岛贝雕工艺品厂在全国率先规模化生产贝雕工
艺产品。白驹过隙，在一代代贝雕人的努力下，曾
经一度蒙尘的贝雕艺术风华再现，正由青岛走向
全国。

如今，刘武集百家之长，结合南北贝雕的特
色，加强贝雕立体摆件的研发，钻研契合现代美学
的产品。在科技研发方面，持续对贝雕工艺机械
化进行考察研究，引进激光雕刻机，探索机械化新
路径，致力于提效增产。

他探索贝雕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将福建
省省花水仙花与贝雕结合，创造出立体的水仙花
贝雕摆件，由王秀兰的关门弟子王军伟和王洪霞
进行设计制作。清新的水仙花贝雕摆件一经推出
便广受欢迎，打开了南方市场。在青岛风光系列
贝雕产品深受欢迎的基础上，刘武还在不断打
磨贝雕邮票、贝雕首饰等年轻人喜欢的单品，
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批量生产，探索青岛贝雕
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关于未知挑战，刘武笃定地期待，
“只要投入了，只有投入了，就会有
希望。”

围绕青岛贝雕工艺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特色，
回溯这一渐行渐远的非遗文化发展轴线，“如果将
上世纪60~90年代称为青岛贝雕行业发展的1.0时
代，那么2000年~2020年为2.0时代，而从2021年
至今，我们这些70后们，希望在传承创新的基础
上，加大科研助力，扛鼎起全国贝雕人自信自强、
焕发生机的3.0时代！”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刘武正以全新的姿态继续讲述着青岛贝雕的

故事，贝雕一定能够代表青岛进行文化输出，走向
全国，迈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