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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拌浆、铺网、倒模、修型……短

短十几分钟，一件具有浓郁傣族风情

的石膏建筑部件就已经基本成型。瑞

丽市荣丰勐卯宴民族文化有限公司总

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国荣有一

双粗糙而又灵活的大手，这是一双属

于工匠的手。虽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企业，但在工作上，他习惯了亲力亲

为。“菜做得好不好，和工具没有关

系，和掌握工具的人有关系。”张国

荣说，“不管做什么事，真正重要的

是态度。”

守望民族文化

张国荣出生在大理市一个工人家

庭，从小就对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但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多，父母没

有更多的能力供他发展自己的兴趣爱

好。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出去工作贴

补家用。通过半工半读，他凭借自己

的努力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后

成为一名教师。2000年，怀揣艺术梦

想，张国荣辞去教师“铁饭碗”，从

大理来到边疆城市瑞丽，踏进了广告

和建筑工程行业。

“刚开始并没有特别关注带有民

族特色的建筑文化。当时受现代建筑

的影响比较深，觉得现代感的东西才

是美的。”张国荣笑着说。但随着对

这座城市的了解渐渐深入，他的想法

发生了改变。“瑞丽是一座浸透了民

族文化基因的城市，本土文化中那种

对和谐共生、均衡发展的追求，特别

打动人。”一次，张国荣跟随当地几

位傣族群众一起去挖蚂蚁蛋，发现他

们找到一窝蚂蚁蛋，却只取走一半，

将另一半原样留下。“蚂蚁蛋在傣族

地区是非常珍贵的食材，一窝蚂蚁蛋

至少值一两千元钱。但傣族群众认

为，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也要给蚂

蚁留下生存的空间。”

这种朴素的自然观和文化取向让

张国荣着迷：“现代化的东西不一定

适合所有地区、所有场合。在我们民

族地区，不管是傣族还是景颇族，很

多群众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这种传统体现在建筑当中，就形成了

非常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和地方特色的

建筑风格。因此，民族的建筑文化不

仅是一种抽象的艺术，更是与生活相

融的。”

用技艺服务社会

在民族文化的浸润中，张国荣的

艺术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

作为一种实用性的艺术，要让人有亲

切感、归属感。”经过长期的实践探

索，张国荣将民族传统建筑文化元素

融入现代建筑工程项目、农村环境美

化项目等，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建

筑设计作品。

傣族建筑中独特的造型、结构、

纹饰、图案，在丰富多彩与变化多端

中寄托着群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为

了掌握傣族建筑文化的精髓，张国荣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向当

地群众学习、向工匠学习，还自费到

缅甸、泰国等地采风、学习。

张国荣还积极承接了许多社会项

目。姐告国门建设、边境村落的新农

村改造项目……他将自己对民族文化

的热爱和理解灌注在建筑工艺中，为

人们打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需要热

爱、用心、坚持。如果不是因为热

爱民族建筑艺术，我也不会用心去

做，更不会坚持那么多年。在这个

前提下，技艺是表达思想的载体，

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服务的。”

张国荣说，“我希望我经手的作品

能让人感受到属于瑞丽这座城市的

特有气息。”

凭借对民族艺术理念的坚持和对

工艺细节的精益求精，张国荣收获了

业界的认可和社会的好评。2015年，

他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百

花杯”金奖；2016年，成为云南省

劳动模范，获得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

“十大领军人物”“云岭工匠”等荣

誉称号；2018年，他又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得到消息之后一直在干活，还

没有来得及考虑荣誉带来的影响。”

张国荣坦诚地说，“对我来说，劳动

不仅让我体会到快乐、实现个人的价

值，也让我有机会以一个现代工人的

视角，去思考如何在传统工艺美术中

融入现代生活的理念。荣誉是社会给

予我的认可，也意味着我对社会负有

更大的责任。”最近，张国荣正在与

外地客商联系，打算将瑞丽传统竹编

工艺推广出去。“如果能成功实现产

业化，就能让贫困群众多一条增收的

路径。也是为脱贫攻坚贡献我自己的

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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