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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工艺美术大放异彩
我县首次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侧记

近日，由县文联主办、县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承办、新昌佳艺实业有限

公司协办的“佳艺杯”新昌县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在县图书馆一楼展厅举

行，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去观看。这是我县首次举办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

览，展示作品涵盖了根雕、砖雕、石雕、剪纸、刺绣、玉雕、木雕、竹编等工艺美

术领域，全面展示了我县民间工艺各门类的艺术精品。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蒋水荣高度评价本次展览规模大、精品多，并与专家评委

一起，从收到的近 200 件展品中评出了 10 个金奖、15 个银奖和 20 个铜奖。

绮丽旖旎的山水风光与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造就了我县多姿多彩的

民间工艺。近年来，我县在工艺美术领域频出佳绩，其中传统砖瓦制作技艺

（砖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坑石雕、梅渚剪纸、竹编、根雕为市级文化

遗产。各类工艺美术领域人才辈出，目前有国家级会员 1 人、省级会员 5 人、

市级会员 12 人，高级工艺美术师 2 人、工艺美术师 2 人，绍兴市工艺美术大

师 2 人。随着我县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工艺文化行业进一步加强，为更好地

保护与发展我县民间工艺，今年 6 月，新昌县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应运而

生。

在观展过程中，记者被一件件风格各异、制作精良的民间工艺美术精品

所震憾。怀着敬佩之情，记者走近这些民间艺人，了解了作品背后的故事。

作为绍兴市民间工艺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新昌县民间工艺美术家协

会主席，吕伯生此次带来了《山居图》

《锦鸡牡丹》等多件作品。记者慕名走

进吕伯生的砖瓦厂，看到工人们正在

空地上排列瓦片，场面颇为壮观。

细看发现，一些瓦片上雕刻着独特

的纹饰。吕伯生告诉记者，这些叫

做“滴水瓦”，上面的蝙蝠纹饰是他

亲自设计的，除了蝙蝠，还有洋花等

12 种图案，都已获得了国家外观设

计专利。他说，下半年是销售旺季，

砖瓦厂的生意十分红火。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吕伯生将羽

林街道央于村的几间砖瓦厂合并创

办了自己的砖瓦厂，从小青瓦转向生

产更美观的筒瓦。他在生产过程中了

解到，早在几百年前，央于村就有老

手艺人做砖雕，但后来因种种原因，

这门手艺几近失传。源于对雕刻的喜

爱，吕伯生决心重新研发砖雕，赋予

古典砖雕新的生命力。于是，他成立

了新昌县吕氏仿古建材有限公司，创

办了吕氏古建筑砖瓦研究所，设立吕

氏砖雕瓦塑民间工艺美术保护传承

基地，潜心研创青砖筒瓦。他精心设

计模具，让工人们进行批量制作，从

而使砖雕艺术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要选择沉淀至少上千年、粘性

较好的泥，除去细石等杂质，再风化

一年以上，才能成形雕刻。要注意

阴干保养，进窑烧制，最后打磨，从

雕刻到成品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

吕伯生说，“做一件砖雕艺术品，比

批量使用的模具设计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与精力，大佛寺景区的砖雕影

壁《十八罗汉拜观音》就耗时一年多

才完成。”他在砖雕领域精益求精，

作品曾获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金奖、浙江省民间美术周“民

艺有约”精品展金奖，《寿比南山》

《锦鸡牡丹》获浙江省民间美术联谊

精品展特别成就奖。

工艺美术师吕伯生重拾老行当，

传承发展了传统手艺，成为了我县第

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砖雕代表性传

承人。他的坚持，令珍贵的砖雕艺术

重现光彩。

砖雕艺术再现风采

“趁着自己还年轻，我想把剪纸

这项传统工艺继承好、发展好。”作为

80 后创业者，黄流芳坚定地说。梅渚

剪纸始于明代，从经文上装饰的“佛

花”到剪纸窗花，后演变成蕴意喜庆

的艺术作品，设计愈加巧妙，工艺愈

加精湛，黄流芳就在这浓厚的剪纸艺

术氛围中成长。几年前，她凭借一幅

《梅渚村黃家大祠堂———永思堂》在

省里获了奖，开始对自己有了更高的

要求，渐渐有了将剪纸艺术做成产业

的念头。“以前用红纸跟蜡光纸创作

剪纸作品，时间久了会褪色。现在用

宣纸，虽然成本高，但能保持剪纸作

品的原汁原味，便于收藏，能够让剪

纸艺术一直流传下去。”

今年 9 月，黄流芳创立了新昌县

梅渚剪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由“佛

花”灵感设计出“平安花”系列，受到

众多外地客商青睐，“青花瓷”、“十

二生肖”等系列剪纸作品都十分畅

销。黄流芳说，剪纸看上去简单易

学，但对图案设计与精细制作要求

很高。她在传统剪纸工艺上进行新

尝试，费时一个月设计出套色剪纸

作品，其中《鸿运当头》就是利用多

种颜色的宣纸叠加，展现枫叶明暗

效果，通过细致勾勒每一片枫叶，呈

现出由远及近的视觉感受，远远望

去就像是一幅油画作品。黄流芳将

传统吉祥意味与现代感官审美需求

相结合，把十二生肖、福字、花卉禽

鸟用具有现代元素的镜框、台历加

以装裱，令传统艺术别有一番韵味。

黄流芳以公司为平台，将剪纸

推向产业化，同时也不忘创作更多

剪纸精品。农村的生活点滴早已融

入她的作品，此次展览的《百姓生

活》《茧囱台门》就是梅渚村的生动

写照。目前正在创作的《梅渚村古建

筑系列》，选用瓷青色纸料，全面展

现了村落古建筑的风貌。钟情于家

乡山水的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创作

出更具代表性的“新昌江长卷”，打

响“新昌剪纸”的品牌。

剪纸艺术紧跟潮流

绍兴市工艺美术大师俞柏青是

“写意木雕”的首创者。如同国画中

的写意画，“写意木雕”不拘泥于工

笔，将作者的思想情趣融入木雕中，

形简而意丰。俞柏青说：“木雕不像

其他工艺可以复制，每一次拿到木

料时都要深思熟虑，保证木雕作品

的唯一性与独特性。”

新昌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给

俞柏青带来了许多创作灵感，根雕

作品《月光》就来自他童年生活的记

忆。在这件作品中，父亲闲适地拉

着二胡，母亲则坐在一旁，双手托腮

静静地听。在儿时，这样的画面就已

深深映入俞柏青的脑海中。他巧用

朽木的纹理，营造出月光如水般环

绕的效果，淳朴的田园生活自然而

又极富亲切感，将观者带入他的世

界，产生共鸣。俞柏青的作品既有

古朴恬静的乡土童趣，也有怀旧沧

桑的岁月痕迹，并且大胆采用“留

白”的艺术手法，将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与雕刻艺术巧妙结合，给人以无

尽的遐想空间，即使是一叶孤舟，也

能给人带来洗尽铅华乘风来的辽阔

意境。

凭借独特的“意笔山水”雕刻风

格，俞柏青先后创作了《童年记忆》

《守候沧桑》《老家的后门》等系列作

品，多件作品被中国木雕博物馆、上

海滩大美术馆、浙江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四川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

《湘西印象》系列获第三届中国·浙

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湘西

晨曦》获浙江省民间工艺品展金奖。

今年 3 月，在上海浦东民族民俗民

间博览展成功举办了俞柏青写意木

雕个人精品展，8 月入选国际木雕

艺术交流展。

木雕艺术意蕴深厚

□新昌新闻网记者 陈 霞
从一砖、一木、一纸到工艺精湛的艺术品，每一件作品都包含着工艺美术家们的心血。像他们一

样为我县民间工艺美术做出不懈努力的人还有很多，据统计，我县从事民间工艺美术者与爱好者近
2000 人。许多艺术门类都已形成了产业，一部分已有较大规模。

（杨玉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