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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熙华从小就是“学霸”，酷爱绘
画，他曾以全国第二的成绩考入上海
戏剧学院舞美系舞台设计专业，2005
年毕业后踏上钱币设计之路。在进
入上币公司前，他从未想过要做一名
钱币设计师，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
个职业存在，只是一心想当一名舞台
设计师和插图画家。

他曾在一家单位实习做布景、背景
设计，却发现自己不喜欢太商业的东
西。一心想从事对艺术要求强一些工
作的他因缘际会进入了上币公司。“我
的性格不太适合实习单位，比较喜欢自
己创作。”朱熙华的回答冷峻而理性。

2005年 8月份进入上币公司轮
岗实习后一年，他进入设计组。就像
老鼠遇到了大米，他发现自己的性格
和爱好很适合做这份工作。不过，钱
币设计工作毕竟与舞台设计专业还
是有很大不同，快速的转型极富挑
战。然而经过实践的锻炼，朱熙华深
刻地体会到，艺术其实是相通的。舞
台设计时运用的空间感和戏剧性、插

图的想象力与画面感，都能与钱币浮
雕有机结合起来，于是，他走出了一
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由于国内没有钱币设计这一专
业，所以每一位钱币设计师的成长之
路都是从零开始。深知这一点的他
主动地向前辈和同行学习钱币设计
的专业知识，深入车间每一道生产工
序全面了解钱币生产的流程和工艺
要求，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尝试在设计
稿及油土上进行修改调整，直到达到
自己满意的效果。

所有的设计稿都需要竞标而来，
每次中标都要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式的残酷筛选，想要中标分外不
易。爱动脑筋的朱熙华在不断地参
加竞标过程中不断思考，总结经验。
2007年，他第一次中标，这是他第一
次挑大梁做设计师，毫无束缚，天马
行空，抛去了传统切割、分割的方法，
他用一种相对现代的手法来表现钱
币作品，评委看后觉得耳目一新。

总结是他致胜的另一个法宝，在

不断竞标过程中他不断总结经验。“我
希望自己的想法、创意给钱币界带来
影响，影响像我一样的80后设计师。”

今年是熊猫纪念币发行 35 周
年，由朱熙华亲自操刀的熊猫金币发
行35周年双金属纪念币刚一发行就
被秒杀，市场火爆程度空前。朱熙华
告诉记者，熊猫币是中国很有代表性
的钱币，在设计纪念版钱币时，他融
入了很多想法。提早了好几个月开
始搜集资料，最后设计出了一款双金
属打造而成的纪念币。发行后市场
反应热烈，认可度很高，市场价已从
最初的17500元飙升到最近的25000
元。很多朋友都托他买，但他自己也
只侥幸收藏了一枚。

在刚从事这一行前，他曾天真地
以为，自己能收集齐自己设计的所有
作品，但发现也是不可能的。迄今为
止，他设计的最大的金币重达10公
斤，光成本就要两三百万元。他制作
的鼠年十公斤金币曾以1200万元的
价格创下纪念币拍卖纪录。

80后上海工匠朱熙华在工作中不断思考总结经验

用艺术的方式打造共和国名片
2007年，上海造币有限公司设计

师朱熙华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竞标项
目：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纪念币。弹指之间，一晃十年。巧的
是，他最近刚刚结束的一个项目恰好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币。

至此，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十年磨
一剑几个字的含义。作为第一个获得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最佳设计师称号
的设计师，刚刚获得上海工匠称号的
朱熙华觉得现在的自己还远远不够优
秀，他将目标着眼于国际舞台，希望绽
放更绚丽的光彩。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在未婚前，家对他来说就像宿
舍，他经常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才离
开工作室。下班点到了，他总是笑着
说，“我晚点走，避高峰。”凡是遇到有
紧急重要的设计任务，每一个假期几
乎都变成了工作日。2012年，他遇到
了另一半，这样的状态才有所缓解。

2010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举
办了首届中国硬币设计大赛。最终朱
熙华以“2011国际森林年”为主题的
作品经过专家的层层筛选，凭借巧妙
的构思，唯美的构图拔得头筹。

那一次后，单位里有人开始喊他
大师。对于这样的称呼，朱熙华的第
一反应是“担当不起”，第二反应是觉
得有点不自在。

曾经有人问他“你做了那么些
年，有没有哪件最满意的作品？”他的
回答是“没有最满意的”。“别人以为
我很谦虚。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我
设计完毕都会对作品挑出很多毛
病。别人认为我的作品很优秀，已经
做得很好了，但我对自己有更高的要
求。艺术要不断探索，有很长的路要
走，艺术无止境，没有底。”

朱熙华回忆说，自己刚进单位时
师从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正高级工
艺美术师罗永辉，老师对待艺术的态
度这些年一直在影响着他，直到现
在，自己仍会去研究老师的作品。

“以前教我画画的老师对我说，
你既然有那么好的绘画基础，选择
走艺术这条路，尽量把手头的东西
做到极致。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
用于工作，我很幸运，干着我自己热
爱的工作。我对作品有极致的要
求，目前的设计作品与我的要求还
有很大的距离。”眼下的朱熙华不光
和国内的同行较量，还会和国际上
的作品比较，了解自己与世界上顶
尖作品的差距。

采访临近尾声，对于即将召开的
十九大，他有话要说。“我觉得要实现
中国梦，最根本的在于每一个中国人
抛掉浮躁与功利，朝着目标，沉下心，
将自己应做的事情做好，要有追求极
致的决心。打铁，还需自身硬！”

1982年出生的朱熙华今年刚满35
岁，30岁出头的他却已经成绩斐然，出
道10多年，他的作品多次获美国“世界
硬币大奖”提名，在各类纪念币设计竞
标中，已中标100余面，他还是第一个
获得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最佳设计师
称号的设计师。在进行币章设计时，他
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模拟很多人的思
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作品，他阐述
了自己的创作构思与理念，探讨了币章
艺术的独特魅力，生动又具有说服力。

“当我屡屡中标的时候，有时候
人家一看作品就猜出是我的风格。
对我而言，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
事是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拥有自己擅
长的艺术的表现手法，不好的地方就
是很难突破。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
人来说，做到一定程度，会总结，回过
头看看以前的一些作品，想办法予以
突破。”朱熙华说。

约莫在世博会前后，他也曾陷入低
谷，那时的他选择了内观。“那个时候需

要你去分析、思考、琢磨，而非蛮干。通
过分析别人中标的设计稿，甚至国际上
的纪念币，吸收他们好的地方，巧妙地
用到他们的语言，融入自己的风格，慢
慢调整自己的状态。这确实有个过程，
是对自己的考验和磨练。”在朱熙华看
来，总结和吸取经验非常重要。

为了防止自己走老路，他会大量
关心、收集与纪念币不相关的物件。
每接到新项目，他会观察全新领域的
东西。放空自己，找到新的灵感。

在设计时，他也清晰地认识到一
点，即钱币设计不是个体艺术家的创
作，需要得到收藏家、普通市民的认
可，经过市场的检验。每设计完一件
作品，他就会问自己，“这件东西我自
己会不会买，如果连我自己都不会去
买，就更不可能吸引人了。”

得空时，他会浏览大量的收藏论
坛，关心相关的新闻报道。“虽然有些
帖子的观点是片面的，不专业的。我
也会留意。有时候我也会参加线下

的见面会，与收藏者互动。关心他们
对收藏的需求、喜好。”

2010年，他参与中国共产党建
党90周年流通纪念币的整体设计调
整及修改工作。在多位设计师的稿
件均被中宣部否决的情况下，他顶住
了压力，最终设计出了得到国家认可
的作品，为建党币的成功发行打下了
坚实基础，体现了国家钱币设计师的
水平，为印制行业赢得了赞誉。前不
久，这枚包含着他的努力的作品，获
得了2013年美国“克劳斯世界硬币
大赛”最佳流通纪念币奖的提名。

“做我们这一行很自豪，钱币的正
面是国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是国家
的名片，当你的东西打上了国家的烙
印，能被收藏者追捧，成就感满满。”朱
熙华认为，钱币不同于一般的艺术
品。钱币的属性是货币，可以用来交
换，标有面额，但其本身有很强的艺术
性，除了设计流通币外，他还擅长有特
殊收藏价值、艺术性非常高的纪念币。

用想象力和创意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路”

跨界汲取灵感，有自己的风格但又勇于破旧立新

工匠就是不断探索
把作品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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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作品，朱熙华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构思与理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