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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内
容之一、为期一个月的 !"#$

上海民博会“竹的工艺”展，于
$ 月 !% 日在浦东成山路 !#%

号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推
广中心展馆内开幕。展览展出
王新明、程丽、黄宏疆、徐俊、
王群、于先池、吴立雄、徐伟民
等 & 位中青年竹雕工艺师的
作品，全新的样式让人耳目一
新。
来自福建的王新明经过二

十多年的探索，将濒临失传的
莆仙“精微透雕”绝技运用于华
南各种竹类根茎的雕作上，采
用独家秘方对作品进行防霉、
防蛀、防腐等技术处理，又施以
特殊的仿古涂饰，达到仿古胜
古的艺术效果，

上海的竹刻大师黄宏疆，
早年曾潜心印石雕刻，且有独
到的用刀技法，作品已极为可
观。他曾师从沪上著名书画家
沈迈士先生学画山水，对画理
亦多会之于心，因而在留青竹
刻中，选择以高难度的山水为
主要创作题材，具有坚实的基
础。
原籍四川、新上海人程丽

传承家族竹编的同时，把竹编
与书法绘画相“嫁接”，创作出
一件件瑰丽多姿的新颖竹编
画。像《五牛图》等，远看似画，
近看才知是用薄如蝉翼、细如
发丝的竹丝，通过挑、压、破、拼
等编织技术，奇妙地、栩栩如生
地再现名家书画。

来自浙江象山的王群，他
在传承明清金陵、嘉定和留青
三派的基础上，大胆“叛逆”，
将竹根或依势、或依纹、或依意
精心解开，有局部解、纵向解、
横向解、纵横解和斜向解、纵斜
解等，再施以圆雕、浮雕、局部
雕之法，内外浑然一体，显得自
由灵活洒脱，具有天趣与写意
味。

现居嘉定的聋哑人徐伟
民，刻竹颇具心得，佳作频出。
参展的竹刻作品有：留青书法
横臂搁、留青书法千字文四屏、
留青书法台屏、竹刻抱对、竹刻
阳文书法插屏等。
于先池制作的分水油纸伞

起源于明末清初年间，至今已
有四百多年的生产制作历史。
近百道工序皆沿用古法制伞工
艺，从削竹做批子到网伞，从切
纸到套色石印，从裱糊烘烤到
刷油镀伞，没有一道工序使用
现代机器。被专家誉为“中国民
间伞艺的活化石”。其中伞骨为
竹，也可算是竹艺的一个分支。
展出的于先池“撑花铺”油纸
伞，色彩斑斓的油纸伞保持了
数百年的传统油纸伞制作工
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性文化
遗产”。

乔勇 文并摄

! ! ! !竹文化的精髓，在于典型地象
征着人类的道德风尚。古人由此感
悟，遂赋予竹虚怀亮节、坚贞不移的
品德，比之为君子。自魏晋间阮籍、
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
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而被
称为“竹林七贤”，让竹于是又成为
隐逸的象征。
历代的士人君子之所以醉心竹

林，流连忘返，并非仅仅为了逃避现
实社会，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
托，即使他们日常使用的物品也采
用竹制，这使得竹刻工艺原来只是
“奇技淫巧”，当文人艺术家与之结
合后，便成了文人的案头清供与掌
中珍玩。这其实与文人画的发展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文人画的创作理念，最早由王

维、苏轼等人提出。经元代赵孟頫大
力提倡，开创了文人画派，对明清两
代的画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
主张作品应抒发主观意趣，是作者
感情的自然流露，要将诗的意境移
入画中。一件作品没有感情和诗意，
技法再好，也只是“虽工亦匠，不入
画品”。文人竹刻的创作理念直接受
此影响，故文人竹刻与文人画同属
一脉。民间还有这样的话：“虚心竹
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是

文人通过观察自然植物后所赋予的
一种人格化的品质。竹子是空心的，
在汉语中与虚心非常巧合。

竹刻表现的题材日益丰富多
彩，一是文房用品中的水盂、笔架、
笔格、笔筒、镇尺，皆用竹子精雕细
刻而成；二是扇骨与日用器具中的
提梁篮、博果盒，都显示了竹刻的清
雅情趣。三是竹雕人物花卉、历史人
物与佛教人物都是竹雕擅长表现的
题材，而动物花卉的圆雕，亦各具面
目，令人爱不释手。
以竹刻工艺来看，一是选材，以

浙江安吉，孝丰、姚村之竹为上品，
应选皮肉厚实的毛竹，太嫩与太老
均不宜，最好是背阴之竹，不易开
裂。二是刻雕，主要有线雕（阴刻）、
留青、贴簧、浅浮雕、深雕、透雕、圆
雕等技艺。线雕是平面的，先以墨线
勾勒图案，大都是摹刻名家书画名
作，达到逼真传神之艺术效果，极具
文人气息。浅浮雕与深浮雕则是增
加画面层次，透雕则采用镂空处理。
圆雕无背景，以表现人物、动物为
主。明清时的竹雕罗汉、渔翁、弥勒、
刘海，掌中把玩，或案头欣赏，皆其
乐无比，当时竹雕艺术达到了鼎盛，
出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当时竹艺
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

始于嘉定朱松邻。作为雕刻家，朱松
邻、濮仲谦等人，他们的竹雕作品富
有创意，书卷气十足而无匠气；他们
利用竹材的自然形态，删繁就简，衬
托出竹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寓意，作

品遂为文人
士大夫所接
受，并流传至
今，成为中华
民族宝贵的
艺术财富。

古人在
生活中还使
用着许多竹
器，虽不及竹

雕显赫，但于其兴盛却有推波助澜
之功。一些带有强烈文人文化特点
的竹器，更是在晚明时期大规模地
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竹器清爽、洁
净、轻盈、莹润的品质，清新自然带
有山林野趣的风味，无不与文人的
生活理想相暗合，而竹所具有的文
化隐喻，更是竹器受到青睐的原因。
文人生活中的各式竹器具有不同的
功能，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有一点却
是相同的：共同参与营造出一个具
有清雅脱俗、简古隐逸风格的生活
环境。

文房四宝以笔为首，虽有金银、
象牙、玳瑁、玻璃、雕漆、紫檀、花梨
等名贵材料制作的笔管，“然皆不若
白竹之薄标者为管，最便持用，笔之
妙尽矣，他何尚焉”（屠隆《纸墨笔研
笺》），可说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实
用角度出发，竹管笔都是文人的最
佳选择。不过毛笔终究以笔毫为功，
不是纯粹的竹文具，最具代表性的
竹文具是臂搁和笔筒。
一片竹子，或是一段竹根，经过

竹刻艺术家们的巧思与细雕后，最
终成为形态各异、富有生命的艺术
品，“道法自然”为竹刻艺术的最高
境界。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竹人们
的才情，同时也凝聚了竹人们的心
血。而心血就是生命。换言之，竹人
的心血是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而
才情只是心血的外在表现而已。竹
雕虽是小器，但往往精雕细琢，创作
者不仅要有绘画、书法等功底，还要
练就娴熟的刀功手法，对综合素养
要求极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名家辈
出，风格独特，因此对后来的藏家来
说，明末至清乾隆年间的竹雕作品
最为珍贵。

一门民间手工技艺的发展传
承，不能少了名匠，还必须有一两个
真正喜爱这门技艺的文人或藏家全
心参与。对于留青竹刻，鉴赏家王世
襄和香港地区竹刻收藏家叶义是重
要的两个人。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
不仅收藏竹雕，更深入研究竹刻艺
术，著有《竹刻艺术》、《竹刻鉴赏》等
专著，对近 !"年来国内竹雕的收藏
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香港地区
的叶义医生，早年也致力于收藏竹
雕，著有《中国竹刻艺术》专著，其藏
品后捐赠给了香港艺术博物馆，他
的收藏和研究成果，对港台地区和
海外竹雕的收藏有着重要的影响。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创造
源于对生活的热爱与体认。只有不
失此爱心，涵养此体认，才能发现生
活中的美好与真意。用积极的态度
将此美好与真意作艺术化的再现，
就是创造。一件竹刻艺术品的诞生，
与其他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一样，
同样符合这一规律。竹刻艺术的难
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使我们的历史
与文化在各个阶层都得到了继承和
延续，以这样一种独特的媒介物把
上层文人、下层工匠以及集工匠和
画师于一身的特殊阶层的人们联系
在了一起。“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
的基本精神，它使中国文化始终充
满活力，并显示出交融互动、有容乃
大的伟大胸怀。 肖舫

竹文化源远流长
竹工艺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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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国人历来有独特的
“竹子情结”。竹子高雅坚韧，一直被文人墨客谈与席
间、诉诸笔墨。竹，茎中空，直而有节，其性坚韧，虽弯
不折，叶四季常青，经冬不凋。竹的形象，竹的气质，
竹的风骨，竹的品位，浸入了文学，浸入了艺术，浸入
了意识，都被人格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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