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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镇平玉雕艺人通过经年累月的反复实践，将镇平玉雕工艺的核心技艺法

则凝练成“口诀心法”代代相传，实现了对玉雕技艺的传承。“口诀心法”通过

言说，对技术经验进行口语化表达；通过传达，对艺术原则进行精简化陈述；通

过训诫，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逻辑化提炼。“口诀心法”以精练的语言记录了镇平

玉雕工艺传承的理想范式，包含了镇平玉雕独特的雕刻技艺、艺术原则和精神

追求，充分展现了镇平玉雕俗中有雅、雅中有俗的艺术面貌，以及吉瑞、质朴、率

真、致用、和谐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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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平玉雕工艺是流传于河南南阳的民间玉

石雕刻工艺，其风格独特，历史悠久，依托独山

玉文化传承至今。独山玉文化源远流长，黄山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独山玉玉器，证明早在

７０００年前先民们已经认识和使用了独山玉［１］。

先秦时期的《考工记》中有载：“天有时，地有

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２］意思是说，要制作出优良的器物需顺应

天时、适合地气，同时选择优良材料，还要具备

精湛的工艺。作为“四大名玉”之一独山玉的

出产地，河南南阳自古就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加

上南阳地处豫陕鄂三省交会处的特殊区位［３］，

在历史、文化的汇聚与发酵的催生下，孕育出中

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独山玉文化。流传于当地

民间的独山玉雕刻艺术是独山玉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镇平玉雕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并已

于２００８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一、镇平玉雕“口诀心法”的研究背

景与意义

　　对独山玉雕的研究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初，较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杨

伯达［４］对古代独山玉发展脉络的论述，其后还

有王建中等［１，５］就独山玉的产地、特色等玉料

特征、文化价值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由于独山

玉出产于南阳，它也被称为南阳玉，部分学者从

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独山玉雕艺术，继而形

成了南阳玉雕这一表述。独山玉雕与南阳玉

雕，二者在本质上指的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即南

阳地区的独山玉雕刻艺术，而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镇平玉雕与其是一脉相承的。对独山

玉、独山玉文化、独山玉雕的研究为镇平玉雕的

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玉雕工艺研究方面，从艺术性角度探析

玉雕工艺价值是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尤

其注重从器材之美、工艺之美、造型之美，以及

装饰与功能之美的角度对当代玉雕作品进行解

读，探索玉器的创作思维与法则［６］、传统治玉工

艺造型思想［７］、玉雕造像艺术形式［８］，以及现代

艺术观念冲击下的玉雕艺术创作面对的一系列

实际问题［９］。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镇平玉雕

工艺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却较为贫乏。镇平玉雕

工艺是独山玉雕工艺的杰出代表，其类型丰富，

形象具体，极富地方特色。特别是独山玉在中

原玉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对镇平玉雕工艺的

研究也是传统玉文化历史脉络研究的重要板

块。作为国家非遗保护项目，镇平玉雕传承受

阻，后继乏人的原因就在于其雕刻技艺复杂，不

易掌握。因此，基于艺术的本体范畴挖掘镇平

玉雕的形态特征与成因，是十分必要的。

镇平玉雕工艺是生长于民间的传统雕刻技

艺，采用的是“技术演示”与“口传心授”相结合

的传承方式。“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方式是

我国传统技艺传承的普遍方式，如戏曲［１０］、传

统音乐［１１］、武术［１２］、民间手工艺［１３］等，均是采

用这种传承方式。对“口传心授”传承特征的

研究现已成为传统技艺传承方式研究的重要方

面，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的重要切

入点［１４］。随着研究的深入，“口传心授”的内

容［１５］、实施路径［１６］、当代价值［１７］得到进一步探

讨，其中“口诀心法”成为传统技艺传承研究的

重要方面，这种口口相传的特殊口头语言在传

统技艺中决定着乐曲的声腔神韵，技艺的传神

造化，是“口传心授”的核心内容。目前，国内

学术界对“口诀心法”展开研究的不多，少量的

研究也只是将其置于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范

畴，作为口述传统的一部分［１８］。近年来多种传

统技艺濒临灭绝，对“口诀心法”展开专门性的

深入研究也是非遗传承的必然需求。

“口诀心法”的内容十分复杂，是行业内口

头传诵的技术要点或治道方略。对于镇平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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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师傅在亲身示范玉雕技艺的同时，会将技

术经验和艺术实践知识浓缩成言简意赅的“口

诀心法”传授给徒弟，成为师徒切磋技艺的重

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经年累月而形成的技术

口诀和创作心法融入了行业内部的“规矩”和

师傅个人的艺术实践“心得”，成为独特工匠精

神和地方文化元素的代表。“口诀心法”的内

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了选材、设计、制作各环节

的技术经验和因材施艺的技能、技巧，还包括艺

术追求、行业规范和伦理价值观念，反映在玉雕

作品当中，其实质即是玉雕技艺的核心艺术法

则。正因如此，对镇平玉雕“口诀心法”展开专

门性研究对镇平玉雕工艺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口诀心法”通常采用

口头表述的传承方式，一般没有文字记录，这种

仅凭大脑形成的记忆，伴随着老一代玉雕艺人

的老去，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笔者通过在

南阳地区的长期深入考察，掌握了大量关于镇

平玉雕花鸟雕刻的“口诀心法”原始资料，通过

汇集和梳理发现其中包含深刻的礼俗逻辑与审

美趣味，本文通过图文互证的方法以期能够剖

析“口诀心法”的内涵和形式语言。

传统技艺单线传承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守

业”观念，“口诀心法”作为技艺高超的诀窍，往

往秘而不宣，仅由内部流传，固步自封导致镇平

玉雕特有的雕刻技艺、艺术法则、精神追求难以

融入现代开放与自由的文化环境，正逐渐丧失

生命活力。在西方艺术观念冲击下，许多年轻

一代的玉雕从业者开始尝试将玉雕与现代造型

语言相融合，虽然这种尝试本身是有益的，但是

因为没有掌握独山玉雕艺术的语言精髓，而显

得不伦不类。本文拟对镇平玉雕展开研究，以

对“口诀心法”的解析为切入点，从艺术和文化

的内核深究其要义，挖掘镇平玉雕审美价值，以

推动传统工艺传承与创新发展。

　　二、镇平玉雕“口诀心法”的语言

特质

　　镇平玉雕“口诀心法”以精练的语言记录

了镇平玉雕工艺传承的理想范式，包含了镇平

玉雕独特的雕刻技艺、艺术法则和精神追求，其

背后蕴含的正是一代代手艺人的生活智慧，既

有为人的自律，也有处事的方略，通过反复言说

时刻提醒后代人坚守从艺的初心。

１．言说：技术经验的口语化表达

镇平玉雕“口诀心法”是以口头形式流传

和保存的中原玉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以凝练化、规律化、艺术化的特点丰富了

地方口承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为方便记忆和传

承，镇平玉雕“口诀心法”以一种歌谣式的口语

化方式表达，语言短小精辟、形象生动，便于记

诵，用生活化的语言揭示出艺术创作的规律，从

表达当中勾勒出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形象。

口语化是镇平玉雕“口诀心法”的一个典

型特征。镇平玉雕“口诀心法”对牡丹的刻画

表述为“一个盘子一个碗”，形象地表达出切面

宜窄、可深不宜宽的大小深浅比例关系，同时还

融入了方言，宣读时朗朗上口。例如，“录（绿）

白雕豆”“白录（绿）白雕花”，指的是独山玉料

中有一种绿色和白色相间的玉料。“录”就是

“绿”，这是镇平方言的发音特点。这种“录白”

玉料一般颜色较淡、透明度较差，适合用来雕刻

包菜、豆角、苦瓜等。还有一种与其特征相近的

玉料“白录（绿）白”，虽然也是绿色和白色掺杂

的玉料，但相比之下白色居多，适合雕刻水波

纹、荷花、玉兰花等。鉴于这两种独山玉料特征

的明显区别，在雕刻过程中适当运用俏色，会呈

现出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

“口诀心法”的语言高度精练、极具概括

性。镇平玉雕在选料、制作时需通过“挖脏去

绺”“平底”“画活”等不同的生产环节，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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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分别代表了审料、净料、设计、制作等工

艺，涵盖内容非常复杂，“口诀心法”能简而概

之地准确传达这些技术要求。在镇平玉雕中，

常见的雕刻技法被“口诀心法”概括为“切”

“推”“掏”，形象地表达出工具使用与雕刻技

法、雕刻步骤的层层递进关系。“切”就是大刀

阔斧地找出各部分的大关系，这一步要求使用

切类工具切出各部分的高低起伏关系、块面关

系，找出主题形象与陪衬物相应的位置；“推”是

在相应的块面关系上进一步刻画出各种事物的

形象，这一步要求使用相对小一点的磨类工具慢

慢琢磨，推出形；“掏”则是细节的表现，这一步

要求使用更小的上线工具，着眼于眉眼、枝叶等

细枝末梢的刻画，让形象更加具体鲜明。“切”

“推”“掏”不仅是各具特色的雕刻技法，也表达

出玉雕创作过程中逐层深入的艺术创作理念。

镇平玉雕工匠们在经年琢磨后积累了丰富

的技术经验和特定的艺术处理手法，最终都转

变为凝练的艺术语言直观地表现出来。尽管

“口诀心法”有精练、生动、直观的特点，但是其

丰富的内涵并不容易被掌握，需要师傅通过亲

身示范，将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如如何画活儿、

选料、净料、雕刻、抛光、装饰等展现出来，学徒

则需仔细观察师傅的操作、反复练习才能掌握。

口传心授既包含“技”的传授，也包含“艺”的传

承，除手工技能、技巧外，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创

作手段的教授，以及镇平玉雕雕刻技法中对艺

术表现力的理解与感悟。

２．传达：艺术原则的精简化陈述

“口诀心法”准确传达出镇平玉雕的技法

特征，在指导技法与工具使用的巧妙配合的同

时，将独特的雕刻技能、技巧融入独山玉雕艺术

创作手段当中。对构图关系、空间关系、动态关

系、艺术形象等细节刻画，“口诀心法”都有详

细的要求，涵盖了雕刻过程的方方面面，与独山

玉质坚、色多的特点巧妙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艺术理念。

在镇平玉雕中，对数量、比例关系的生动陈

述，目的是为了营造出玉雕中的主次、疏密关

系。在花鸟雕刻题材中，对花叶、雀鸟的比例、

动态关系，以及画面布局、主次疏密关系都有详

尽的表述，如“三叉九顶”“三五成群”等。“三

叉九顶”是花叶造型的艺术表现规范，花叶形

态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形式———茎叶的空间关系

应前后左右兼顾，不能只朝向一面或两面，如玉

雕作品《天染香翼》（见图１）相应的花头的设

计成倍出现，呈现出繁花似锦的艺术形态。

图１　天染香翼（吴磊、王学清）

涉及群鸟布局，应遵循“三五成群”的原

则，“三五成群”是对鸟群数量的要求，至少应

有三只，或为五只、七只、九只等，往往都是单

数，这样有利于塑造出领头鸟的形象，将群鸟的

视线集中于一点，从而形成画面的视觉焦点。

例如，玉雕作品《和谐家园》（见图２）领头鸟的

设计可避免群鸟的艺术表现中易于出现的面面

俱到问题，有助于形成明确的主次关系。

花鸟雕刻对比例、动态也有详尽要求，譬如

玉雕作品《春风大雅》（见图３）主要形象在玉雕

图２　和谐家园（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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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位置布局强调“三七开”，形成３７

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是与玉料的天然造

型相关联的，这条重要的比例转折线常会被定

位在玉料的凸起处，利于形成立体的造型转折

关系和明确的空间起伏关系。这些艺术特征表

明镇平玉雕尤其重视章法布局，讲究主宾、大

小、疏密、动静的呼应关系，追求艺术节奏感和

韵律。

图３　春风大雅（刘晓波）

３．训诫：主流价值观的逻辑化提炼

“口诀心法”还包含了师傅对传统文化、人

生哲理的深刻理解和表达。从严格意义上来

讲，“口诀心法”中的“心法”是在师傅亲身示

范、严格要求下实现的一种心理暗示，是对隐藏

在艺术形象下的隐性社会规则的解析。

镇平玉雕讲究因材施艺，提倡在尊重玉料

的前提下开展艺术创作，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

化中“天人合一”的追求相一致。例如，在选

料、制作的过程中，“口诀心法”将镇平玉雕的

三个基本要求和技巧概括为“净”“顺”“通”，其

中，“净”是把玉料上的瑕疵、斑点去掉，用南阳

方言说就是“摘干净”；“顺”则要求顺势而为，

因材施艺，强调对玉料的尊重；“通”是处理玉

料时所采用的方法，在设计、雕刻过程中布局与

实施时应通观全局。“净”“顺”“通”既是镇平

玉雕艺术表现的基本原则，也是为人做事的人

生哲理。玉石本身有其天然的“缺陷”，这些往

往是它独具特色的地方，每一位玉雕艺人都深

知自己的使命，尽力把玉料的美发掘出来。做

玉如做人，需清白端正、顺势而为，修身养性顺

应天命。

此外，镇平玉雕中还有许多追求材料美的

“口诀”，如“俏而不花”，是说选料应以颜色作

为依据，单色玉料重在造型，多色玉料则讲究俏

色，俏色是为了形成整体造型，如果使艺术形象

变得琐碎，就不符合俏色的要求了，这就是所谓

的“俏而不花”。再如“挖脏去绺”，所谓“脏”就

是玉料中的杂质、斑点，需要将其挖干净，变脏

为俏；“绺”则是裂痕、生长纹，也需要将其处理

干净。当然“绺”与“脏”是不同的，其一般是玉

石天然的缺陷。在挖不净的情况下，就要将它

们“藏”起来，不能强求、武断。一个“藏”字，充

分展示了镇平玉雕艺人的巧思智慧，恰与“藏

拙”的人生哲理异曲同工。在《晨曦初绽》（见

图４）这件作品中，创作者将玉料本身的颜色深

浅变化与荷花自然形态特征相结合，将白色玉

料雕刻成荷花，深色玉料雕刻成荷叶，同时玉料

上的自然纹路和天然瑕疵，也就是玉石本身的

“绺”掩藏在荷叶中，成为荷叶自身肌理特征的

一部分。

图４　晨曦初绽（刘晓波）

“口诀心法”更多地传达出的是对自然心

怀敬畏的老一辈玉匠们对子孙后代的训诫与规

劝。镇平玉雕的玉雕技艺和表现手法何其复

杂，玉匠们却始终能将尊重玉料本身作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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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前提，做到“巧形”（巧妙借用玉料的自

然外形）、“巧色”（形色相依，将独山玉玉料本

身多色的特点与现实生活中色形相似、相近的

物吻合）、“少雕”（依形而就、少工保料，保持独

山玉原生态之美）、“精雕”（精雕细刻，以精确

的造型表达出艺术形象的内在生命力）。镇平

玉雕就是通过“巧形”“巧色”“少雕”“精雕”

（口诀心法所说），做到形神兼备，传递出一种

朴拙、自然、原始的美。“口诀心法”中包含的

审美意蕴和情趣，是人们体验生活、感悟生命、

描绘世间万物时的情感表达，反映了当地民众

久远的审美定势和娱乐志趣，是南阳民间艺术

精神的延续。

　　三、镇平玉雕“口诀心法”中蕴含的

审美情趣

　　“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１９］，表现

在艺术作品中，趣味就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形

态。对具有强烈地方文化特色的镇平玉雕工艺

而言，“口诀心法”以歌谣式的语言表达了镇平

玉雕丰富的内涵，映射出镇平玉雕所表现出的

生命张力，正好与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尚真”

“求和”，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精神相吻合，

充分展现了镇平玉雕俗中有雅、雅中有俗的艺

术面貌，以及吉瑞、质朴、率真、致用、和谐的审

美情趣。

１．吉瑞之美

镇平玉雕深植于民间生活之中，受民间社

会环境、文化心态的影响，“口诀心法”隐含的

思维模式、民间信仰、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皆

立足于我国传统社会风俗的基础，具有浓厚的

乡土文化气息与特色。玉器设计与制作的主题

意旨往往集中于祈祷平安、祝福长寿、追求官运

财运亨通的美好愿景，在艺术创作中常常融入

了生命伦理和民间信仰等文化元素。伴随着现

代社会审美趣味的生活化、世俗化，镇平玉雕愈

发注重题材的吉祥寓意，如喜（喜鹊）上眉（梅

花）梢、福（蝙蝠）寿（寿桃）安康、龙凤呈祥等，

都是常见的表现主题，在传递福寿祝愿和渲染

吉祥气氛的同时，也为包括人生礼俗在内的社

会风俗增添了艺术色彩和文化理趣。镇平玉雕

对吉瑞之美的追求浓缩在“口诀心法”中，如牡

丹花是玉雕花鸟中的常见形象，牡丹象征富贵、

祥和、繁荣昌盛，与不同的鸟兽搭配则寓意有所

不同，与公鸡搭配，寓意“功名富贵”；与锦鸡搭

配，寓意“锦上添花”；与仙鹤搭配，寓意“一品

富贵”；与孔雀搭配，则寓意“国色天香”。当然

牡丹也可单独出现，这时如果与独山玉中的粉

色结合，施以俏色，则寓意“状元红”，表现出牡

丹花昂首映日的勃勃生机。对吉祥寓意的执着

追求，对吉瑞之美的表现，使镇平玉雕表现出非

常典型的“俗”的民间特质。

２．质朴之美

脱胎于民间的镇平玉雕，将中原地区劳动

人民善良平和的品质融入玉雕作品之中，形成

了独特的形式语言和格调。在艺术表现上，镇

平玉雕追求贴近自然、融入自然，这是基于中国

传统文化世界观所形成的最朴素的思想情感，

其中“巧形”“巧色”“巧纹路”的表现手法运用

策略成为“口诀心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

镇平玉雕师法自然、因材施艺的艺术原则。镇

平玉雕“口诀心法”强调尊重独山玉奇形、多彩

的特点，“单色重造型”“多色重俏色”，在“顺色

立意”“依形创意”的理念指导下，镇平玉雕巧

妙借用玉料的自然外形、多彩颜色，使玉雕形象

与现实生活中的色形相似、相近，以写实的自然

表现手法表达出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天然”是一种未经刻意雕琢修饰之自然

风致。镇平玉雕“口诀心法”从朴素的情感出

发，表达创作者最真实的感受，将艺术形式与日

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为

艺术表现对象，不作任何矫揉造作的修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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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玉雕“口诀心法”着重强调“少雕”“精雕”，充

分利用玉料的自然形态，塑造出联想空间：气势

磅礴的山脉、苍劲有力的树木、豆蔻年华的少

女，还有雄鹰展翅、雏鸡啄食，只需“依形而

就”，雕刻时“点到为止”形似即可，始终保持独

山玉原生态之美，力求表现天然美感，传递出一

种质朴之美。

３．率真之美

镇平玉雕对质朴之美的追求与其性格当中

的“俗”有深层的契合，源自镇平玉雕艺人对生

命的本真体验。荆浩《笔法记》中有云“度万物

而取其真”［２０］，深受中国传统美学影响的镇平

玉雕同样以事物本真之美作为“度万物”的前

提。镇平玉雕“口诀心法”艺术语言的形成建

立在对花卉、鸟兽、人物等自然物认真细致观察

的基础之上。“口诀心法”中对观察方法、表现

方法都有非常生动的总结和叙述，如“一茎、一

叶、一花”意在主张在切合艺术形象与客观生

长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形象进行取舍、夸张、

剪裁加工。对花草的表现应反映客观事实，茎

叶花萼都要一一表现，同时又应在切合其生长

规律的前提下进行高度概括，通过精确的形象

刻画，表现其内在的生命力，同时应省略细节，

不能盲目跟随自然形态。例如，比例大小和绽

放闭合的不同情状，恰当区分出主次关系，将春

季花开繁茂的热闹场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花枝则精简概括，以免影响对花的表现。

正是因为建立在这样的艺术创作规律的基

础上，镇平玉雕给人至真、至美之感。在乡土社

会的语境中，镇平玉雕的“口诀心法”在审美价

值和情感表达上以“真”为核心，生动地反映了

当地劳动人民的精神追求。

４．致用之美

镇平玉雕在使用功能上始终与实用相融共

生，作品涵盖民俗信仰、室内陈设、衣饰穿戴、生

活器用等内容，品类齐全，用途包括装物、盛食、

搁置、摆设、观赏、娱乐等，与老百姓的生活、生

产、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谈及：“百

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２１］“致用为

本”体现汉代在工艺中反对奢靡、提倡实用的

审美追求。作为东汉“帝乡”的南阳，当地的手

工业发展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对实用美、生活

美的追求一直延续在“口诀心法”当中。镇平

玉雕艺人在设计制作玉器时，“注重布局”，着

重布局中的主宾、大小、疏密、动静关系；“造型

庄重”，一般整体造型古朴庄重，匀称和谐，形

状、尺寸、纹样均经过创作者的缜密思考和精心

设计；“装饰和谐”，装饰于各类工艺与日用器

具上的图案纹样，会充分考虑当地人们的生活

习惯，增强使用愉悦感，兼顾科学设计和造型美

感，是艺术和实用结合的范例。实用性和装饰

美和谐相生的镇平玉雕印证了中原人民更加关

注人类自身的需求，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追求。

镇平玉雕“口诀心法”是当地生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致用之美。

５．和谐之美

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汲取灵感是镇平玉雕艺

术创作的起点，这是建立在平等和和谐的价值

基础之上的，如“口诀心法”中的“材美工巧”

“因材施艺”“工巧适度”，皆是出于对和谐之美

的追求。“材美工巧”强调的是对自然物性的

尊重，“工巧”的前提是顺色立意，依形创意，这

是对玉料自然之美的欣赏与尊重，包括“巧形”

“巧色”“巧纹路”，要求玉匠在处理玉料和解决

设计问题时，做到形色相依，顺应材质的自然物

性，巧妙借用玉料的自然外形，少雕、精雕，保持

独山玉原生态之美。要做到“材美工巧”就必

须“因材施艺”，这是对“工巧”更深层次的阐

释，蕴含着传统工艺的巧思智慧。在“口诀心

法”指导下，镇平玉雕艺人在选择主题元素及

其相关元素时，会关注元素本身带给人们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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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元素间的整体协调，兼顾题材选择、设计构

思，以及雕刻工艺与玉料的多方关系，将材质的

物性与人的巧思完美融合，追求和谐之美。例

如，玉雕作品《晨曦初绽》将玉石本身的颜色、

纹路、质地与莲花、莲叶形态巧妙结合，使整件

作品不仅形态生动，还能充分展现玉石美感。

“工巧适度”是对“材美工巧”“因材施艺”玉雕

技艺的指导，也是对工匠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可见，“口诀心法”传达出工匠师期望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四、结语

　　从上述对镇平玉雕工艺“口诀心法”的剖

析可知，这些口口相传的核心技艺要素如今已

变得支离破碎，只是片段式地呈现出来，不能再

形成完整的、连贯的表述，幸运的是镇平很多老

一代玉雕人尚能将“口诀心法”的核心要素用

自己的语言转述出来，从这一点来看，传承和记

录已经迫在眉睫。“口诀心法”是一种特殊的

语言符号，汇集了历代镇平玉雕艺人的艺术创

作成果，理应将镇平玉雕“口诀心法”作为中原

民间艺术语言的一部分，科学认知其特有的知

识体系、伦理价值传统，及其所承载的民俗意

识、社会记忆、审美情趣。对“口诀心法”的剖

析，有助于进一步阐释镇平玉雕工艺的文化意

义，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体系，重构现实价

值空间，以期实现传统玉雕工艺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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