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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将迎来75周年华诞。经历沧
桑巨变，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全面
小康，如今正坚定地踏上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的新征程。近日，熔铜现
实主义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朱炳仁，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深情
表示：“铜工艺所取得的进步，与
国家的文明发展同频共振。”

在朱炳仁看来，他个人的艺术成长经历，也从微观体现了
国家艺术发展的历程。“75年来，我们从事的铜文化，因为各
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是不断变化的。对我
们工匠、艺术家来说，现在是发展的最好阶段、黄金时期。”

他介绍，朱家铜艺始于清代。1875年，朱炳仁的太祖父
朱雨相与弟弟朱庆润在浙江绍兴石灰桥畔创立了“朱府义大
铜铺”。“嫁女的铜，朱家的工”，称赞的就是朱府铜艺。而到
1944年朱炳仁出生时，朱家铜铺早就难以为继。

朱炳仁透露，在无铜可做的年代里，其父朱德源曾到山东
学做丝绸生意，并在朱炳仁7岁时，带着一家老小到杭州谋
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不再从事铜艺，铜文化在手
工艺领域里面基本已经淡出了。”

改革开放以后，朱家铜艺迎来新的生机。1983年，朱炳
仁的父亲朱德源在浙江杭州开办第一家个人的民营书画社，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民营书画社。书画社除了经
营名家的书画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写招牌。“杭州
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父亲留下的书法，在灵隐寺、普陀寺等
很多地方都有他留下的墨宝。”朱炳仁说。

书写招牌时，朱德源产生了以铜制作“金字招牌”的理念，
“朱府铜艺”再次起航。彼时，传统工艺美术受到政府的高度
重视，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行业。“正是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
和对工艺美术行业的支持，才让朱家铜艺再次回归并焕发新
的生机。”朱炳仁感慨道。

半
路
出
家
见
证
铜
艺
回
归

铜
艺
创
新
迈
步
走
向
世
界

40岁才半路出家，在
父亲的教导下承继祖业、
倾心钻研铜雕技艺的朱炳
仁，开创性地将铜材应用
于建筑领域，为当代中国
创作了众多举世瞩目的铜
建筑杰作，包括雷峰塔、峨
眉山金顶、桂林铜塔、常州
天宁宝塔、杭州江南铜屋、
国家博物馆铜厅、杭州灵
隐铜殿、中国台湾中台禅
寺同源桥等百座铜建筑，
享有“中国当代铜建筑之
父”的美誉。

朱炳仁的铜建筑作品
也见证了新中国75年来
的巨大飞跃。如他制作的
上海外滩某银行铜门，是
中国现代工匠第一次在外
滩租界近代建筑上留下自
己的印痕，成了中国现代
建筑史上第一樘铜门。在
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他与
清华大学合作，创作了北
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铜
门，被称为“香港回归第一
门”。此外，普陀山南海观
音殿铜门、国家博物馆七
樘青铜大门、G20杭州峰
会101樘铜门等，也出自
朱炳仁及团队之手。

朱炳仁的作品不仅在
国内享有盛誉，还远赴海
外展出。2024年，其熔铜
艺术作品《燃烧的向日
葵》，入选参加“从北京到
巴黎——中法艺术家奥林
匹克行”中国艺术大展。

朱炳仁认为，“中国艺
术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
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优秀
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让中
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
《燃烧的向日葵》就以立
体、雕塑的熔铜形式，来解
构梵高名作《向日葵》。“有
国际友人说这个作品让他
们看到了油画的背面，这
是梵高原作所看不到的。
我希望通过国际大展，让
更多国外朋友了解中国艺
术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展
示中华几千年以来的工匠
智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荀超

受访者供图

朱炳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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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就是我，我就是铜。”作为“朱府
铜艺”的第四代传人，朱炳仁的艺术生涯
与铜紧密相连。他以传统铸铜、刻铜、锻
铜技艺为根基，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
铜艺的同时，开创了“熔现实主义”新流
派，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熔
铸出刚柔并济、妙趣横生的艺术世界。
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二十一世纪
封面人物》称赞他：“铜雕艺术大师中，朱
炳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金庸
先生也为其题书“工精艺高，有如雷峯”，
高度评价了他的艺术成就。

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熔
铸古今——八十而立朱炳仁艺术展”，通
过“古法新意”“匠心铜运”“雕铜巧技”

“艺出新裁”四个单元，展出朱炳仁40载
艺术生涯中创作的100余件/套铜艺瑰
宝，从不同角度展示他高超的艺术成就。

朱炳仁直言：“展览中的很多艺术
品，都是我创作的全新作品，跟国家的兴
旺发达紧密相连。”如被国家博物馆收
藏的《阙立》，就是他开创性地发明“熔
铜”新工艺的“起点”代表作。该作品虽
然只有0.5平方米大小，却糅合了铜雕、
国画、书法及油画等多种技法，代表传承
与发展的新模式。“这件作品的名字叫

‘阙立’，体现我们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确
立’，展示自己的风采。”

备受观众喜爱的《稻可道，非常稻》
作品，种出熔铜艺术之稻，展示对人类生
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变革的多面探索；《燃
烧的向日葵》以梵高名作《向日葵》为灵
感，中西文明互鉴，让艺术从平面走向立
体；为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而创作的《运
河之光》，在光影的交织中，昭示华夏文
明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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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雕艺术大师朱炳仁：

以铜为媒，见证国家七十五载辉煌

传承
朱炳仁40岁才半路出家，在父亲的

教导下承继祖业、倾心钻研铜雕技艺。

创新

他开创了“熔现实主义”新流派，熔
铸出刚柔并济、妙趣横生的艺术世界。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朱炳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