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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

明中极具特色的典范，是中国雕刻手工技艺高度的代表。

玉器工艺品承载了玉文化丰富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复兴，玉雕产业逐

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新兴产业和朝阳产

业。其文化传承功能和快速增长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引起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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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传统艺

术的主要代表之一，现已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不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木雕艺术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发展，木雕艺术在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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