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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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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升级后的青岛奥帆基地国际会
议中心面向公众开放。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留给这个城市的，绝不仅是一个灿烂的背影。
海滨的夏日，才刚刚敞开怀抱。

走进泰山厅，置身大气开阔的空间，仿佛
重返元首会议的新闻现场。37幅手工木雕作
品，以无声的语言，铺陈出会场端庄大气的底
色。徜徉于木香之间，细赏画面之大开大合，
精微造妙，这些跨越千里而来的木雕，成为留
存于会场的艺术亮点。

远在浙江东阳，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传统民
居。推门而入，建筑格局为东阳十三间，古法
新造，非比寻常的是手工木雕，精工细作，琳
琅满目。书桌上摊开着一幅扇面，信手而画的
水墨竹枝，一半未完。

黄小明把这栋民居命名为个木园，这是他
一手打造的工艺殿堂。上合青岛峰会37幅木雕
作品的构思，正来自于这里。在个木园，他沉
浸在木雕的世界中。

一头长发，线条分明，长期工于设计稿和
手工刀，黄小明的眼神专注中有锐气。聊起天
来兴之所至，他拿起案头一只竹编的小畚箕，
细细讲解匠人丝丝缕缕的用心。那是他的老父
亲黄树银93岁时的作品。

咫尺匠心难。在这个工匠世家，传承不在
书本，不靠耳提面命，而是来自一件件竹编和
木雕的拿起之后又放下、端详之后又返工，无
数次重复形成的物我合一、心手相应。

海岱彰气度 问技于传统

3月份的东阳已春深。到访黄小明的新东阳
木雕工作室时，他为上合峰会创作的木雕正在
分批装车，准备发往青岛。4月份，第一批木雕
安装完成，5月初全部准备就绪，静待6月盛会
花开。2018年的上半年，青岛是新东阳木雕工
作室的圆心，黄小明的时间表绕着这个圆心不
舍昼夜地旋转。

早在今年的正月初二，黄小明就把自己关
在工作室里，完善创作方案。正月初八，青岛
市相关负责人实地考察，他拿出筹谋了两个月
的构思——— 不是效果图，而是1：1的木雕作品
稿。细节处见真诚。他构思了三组主题作品，
每组主题又各出三套不同方案，供考察团优中
选优。

今天，主会场的37幅木雕清晰地分成三
组。会场正前方，《锦绣河山》大挂屏宽12米
高5 . 15米构成主背景，大国气势扑面而来。

峰峦叠嶂、苍松巨石、烟云苍茫，雄浑的
山河景观肃穆与奇秀交织。崇山峻岭之中，长
城犹如一条巨龙，绵延万里，横卧于山峦之
上。百川到海，画面的右侧山海相连，海水拍
打着崖壁，来往船只穿梭，千帆竞发。开放、
包容、互信、互利的“上合精神”，主席国的
雍容风度挥洒此间。

这幅主题木雕作品厚度达40厘米，用东阳
木雕独有的叠雕技法制作，整幅作品层次丰
富，根据青岛的气候特征，经过严格的烘干技
术，以求不开裂不变形。

黄小明是国家级非遗“东阳木雕”代表性
传承人，他主持创作的东阳木雕继2016年G20杭
州峰会之后，第二次登上国际舞台。当面对重
大题材创作时，能够以俯瞰山河的目光从大处
驾驭，也能以心细如发的细腻从小处着笔，那
份笃定来自于他身后的百工之乡东阳。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00年
前。这里的文脉生于唐宋，发于明清。”黄小
明说。

据东阳县康熙志《工》记载，自唐开始，
东阳木雕逐步应用于雕版印刷。北宋南寺塔出
土的木雕佛像，是迄今为止发现存世最早的东
阳木雕。到南宋时期，金华（婺州）成为全国
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操刀者，大多为东阳
木雕高手。

明代东阳“小木”分化成细木和雕花。从
雕版印刷，到制作家具、佛像等用品，再到融
于建筑本身，东阳木雕在清代进入全盛时期。

“看东阳木雕，要去建筑中看。”黄小明
说。以前，东家造房子请木工，要请“大木”
和“细木”两个师傅，各自带着徒弟来造。大
木的祖师爷是鲁班，负责搭建房子的大框架。
细木就是雕刻工，在牛腿、屏风、门窗、花板
上见功夫。

欣赏一栋东阳民居，正厅的牛腿雕刻件，
能最直接显示工匠的工艺，也隐含着主人财富

的象征。民居雕刻件的多少和好坏，由东家的
银两来决定，搭完框架剩的银两越多，雕刻件
做工越复杂。东阳木雕从建筑构件，延伸到装
饰、家具和艺术，技法由简入繁，越来越向精
雕细刻的方向发展。清嘉庆、道光年间，数百
名东阳木雕翘楚应征到京城从事皇宫雕饰，东
阳木雕已享誉全国。

2005年5月，黄小明来到故宫。如同过去东
阳的能工巧匠一样，他的双手带着使命。这一
次，是复制皇极殿乾隆皇帝蟠龙宝座、金漆雕
龙围屏和地台。

“乾隆宝座是东阳木雕在故宫复制的最大
的一件文物。这个作品对我意义非凡。”黄小
明感触很深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200多年前，东阳木雕顶尖高手，花了三年
时间，制作出乾隆宝座文物，原件现存于沈阳
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为迎接80周年院庆，开
放皇极殿，需按原样复原陈设，但原件受保存
状态所限，已无法运回。黄小明三次跑去沈阳
接触实物，经过仔细拍照、测量、观摩、记
录，他才发现自己接下这个任务是“无知者无
畏”——— 龙椅上的每条龙姿态各异，造型不
一，而且龙腾空盘旋，支撑点很少。

过去工匠的手艺，无资料记载可循，全在
口传心授。返回北京空荡荡的皇极殿，黄小明
揣摩传统，大胆创新，在名贵的金丝楠木上动
刀模拟。龙椅的复制，至少有看得见的工艺可
考，地台的原貌重现更是困难重重。

“回溯传统的路，有时要比所谓的现代创
作更难。创作可以天马行空，复原传统却需要
严谨的考证还原。”黄小明说。这是他与东阳
木雕前贤的一场对晤。故宫太和殿的龙椅没有
动过，他搬着梯子爬上背后大屏风，又钻到地
台底下，眼前所见让他震惊难忘。

宝座只是冰山显露的一角。地台下潜空间
很大，隐藏着一个带有横梁的完整木结构，5米
高的屏风地下有1米5的腿，看不见的腿和地台连
为一体，形成“台风都刮不倒”的力学支撑。

前人的木工构架完美，木雕技艺精湛，油
漆工艺浑然天成。黄小明量遍故宫金銮殿，和
皇家工艺亲密接触，机会实属难得，这让他更
加珍重传统。为了确定地台的尺寸，“蛛丝马
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地台过去由金砖砌
成，几百年过去，边缘在地砖留下了痕迹。而
高度的参照物，最终靠着地库里一把破旧梯子
找到了恰切的答案——— 那是一把特制的梯子，
专门用来打扫宝座屏风顶端的灰尘。梯子高度
减去屏风的高度，所得即是地台的高度无疑。

经过这一场“侦破”，金漆蟠龙宝座的复
制更耐人寻味、激荡人心。黄小明严格遵循传
统营造法则，通过绘图、选材、雕刻、大漆、
贴金、罩漆等十道繁杂的工序，历时两年，终
于重现了“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宫殿宝座的风
采。

山水试功力 方寸见初心

回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泰山厅，环
绕大厅四周的墙面，分布24幅中国山水主题木雕
画屏。“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每幅木雕的题跋，对应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场
合讲话中曾引用的经典诗词名句。这组山水画
屏是东阳木雕会场装饰的第二大主题。

“泰山厅设计概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礼’，强调礼仪性和仪式感。这给了我启
发，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突破口。”黄小明
对齐鲁文化的源远流长赞不绝口，他曾试图从
孔子圣迹图着手破题，设计方案自己不断推
翻、完善、改进。

王绩《野望》诗云：树树皆秋色，山山唯
落晖。中国传统山水画乍一看，山山皆不同；
仔细揣摩，山形植被却又大同而小异。24幅山
水画屏，如何气韵贯通，又各有符合语言情景
的表达，这对任何一位国学功底深厚的画家都
不轻松。

从儒家文化的起源，到中国文人的山水情
怀；从四书五经到经典诗词，黄小明扎进传统
文化中汲取灵感，收获了丰富的艺术创作素
材。缘木问道，他探索出三大创作路径：一是
以三山五岳为观照，实景写生；二是以中国传
统文人山水画为范本，借鉴创作；三是以各地
名山大川为参照，兼收并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这组山
水画屏中，五岳之首泰山位列其中，结合山东
的自然人文景观，融入传统文化意蕴，表达儒
家思想的精神和历史人文的深邃。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这是《荀子·劝学篇》的名句。黄
小明联想到的画面是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
条道，其道险且堵，符合积跬步以成千里的情
境，因此我就用华山体现这句名言。”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郑板桥的名句，黄小明用宋画开启灵
感——— 架于山涧上的一座板桥、古道旁的几橼
茅舍，含蓄传递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
霜”的意境。

中华美学的审美情趣是相通的。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的木雕创作，让黄小明更深层次地触
摸到传统文脉的律动，经受了一次家国情怀的
洗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阳为什么成为百
工之乡，离不开这里特有的山山水水。”黄小
明说，“东阳七山二水一分田，丘陵地貌山多
地少，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养不活这么多人。历
史上东阳人就要学手艺，学了手艺走出去，养
活一家人，学成师傅带徒弟，养活一群人。”

初到东阳，满目葱茏秀美的江南风光。从
传世民居卢宅门内望出去，笔架山正对眼前；
弯弯一条东阳江，玉带般将城市裁成南北两
方。今天木雕业、家具业、建筑业等支撑着这
里的经济，向历史深处叩问东阳百工的发源，
是一方人为求生存而奔波的艰难奋斗史。

黄小明的父亲黄树银，今年97岁，是东阳
年龄最长的竹编手艺人。黄小明走上匠作之
路，由他的父亲一手引领。而做父亲的初衷，
是让他不要再受竹编匠所受的苦。

“在我父亲那个年代，竹编匠都是蹲着做
活，练的是‘蹲功’。木雕匠至少是坐在板凳
上干活，轻快了很多！”黄小明16岁那年，父
亲拍着他的肩膀，为他找了位好师傅，专攻木
雕。如今，他有意从老父亲口中整理东阳匠人
的口述史和家族史。

时光倒回1932年，元宵节过后，黄树银告
别他的爹娘，带上几件换洗衣物，打个小包袱
跟着师傅出门了。那年，他才10岁多，去过最
远的地方不过是离村最近的千祥镇。临行前，
他的母亲给他包袱里塞进一包“茶叶米”，嘱
咐他路上水土不服，就用“茶叶米”泡茶喝。

“出门侬”是浙江东阳方言，在村里是个
光荣的称号。黄树银回忆：“我小时候快到过
年时，村里在外面做手艺的人都要回家来。”
他们常夸耀自己在外面有白米饭，还有肉配
饭，说得村里的小孩子很是“眼孔热”（羡
慕）。这些“出门侬”见到小孩子，都要分几
块纸包糖，称作“回乡货”；见到长辈们还要
敬支纸烟，称为“出门烟”。村里人称赞他们
是“脚踏四方路，口食托盆饭”，跑过码头，
见过世面。他们那种风光的样子，很受人敬
重。

出于这个原因，父母把黄树银送上出门
路。东阳人喜欢鼓励后生出门赚钱，说“在家
是条虫，出门是条龙”，认为后生成年后呆在
家里种田，是很没出息的事，还把种田侬称为
“田乌龟”。所以，黄树银小时候就想：长大
了一定要做个“出门侬”，到外面食白米饭赚
大钱，免得在家吃不饱穿不暖。

黄树银读过初小，年纪小小就明白事理。
春节时，他被带到师傅家，认过师傅，拜过
年，从此就入了师门。师傅在兰溪做工，黄树
银就需要跟他到兰溪去学手艺。

那年代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我和师傅
从隔塘出发，过千祥到黄田畈，再到义乌佛
堂，翻过太阳岭，一路翻山越岭都靠走路，走
的都是古道。这也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走那么
远路。”10岁多的小学童，哪知道是要走多远
的路，一双脚走得很疼，肿了都不敢哭。一路
咬着牙忍着痛，紧跟师傅埋头赶路。本来，从
佛堂到兰溪可以坐船，但师傅舍不得掏船钱，
小学童只好埋头跟着师傅走。

这一走就是180里路。一路上，师傅告诉
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艺先学礼，
礼多不吃亏；小心做工，大胆学艺……四天
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兰溪县城师傅所在的房东
家里。从此，黄树银开始入门学做篾，百工之
乡东阳走出了一个新的学徒。

随时有物华 到处皆诗境

竹编的手艺黄树银一做竟是80余载。今年
黄树银97岁，父子双双在杭州举办竹木工艺展
览，传为浙江工艺届的美谈。

黄小明拿起案头的一只袖珍畚箕，放到记
者手中。那是他的父亲93岁时的作品。年近期
颐，黄树银由儿子们轮流照顾，早已不需要为
谋生去做竹编，但他一刻都不愿意停下来。拾
掇园子，种植菜蔬，时不时在个木园的院子里
做竹编。手艺，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

“父亲93岁那年，有一次聊天时说要做个
小畚箕给我。做好后，他详细地给我讲解做畚
箕的技术要求和难点应该从哪里起头，起多大
比例，取多长的篾合适，前口宽多少，后尾收
多少，高度多少，外戗的长度是畚箕底部的周
长，耳朵戗应该几度斜角好看……”黄小明根
据父亲的叙述，画了几张畚箕平、立、剖面图
以及前、后、背等不同角度和位置的图，并将
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数据，在每张图上相应位
置标注。

这次与父亲的对话，让他对父亲更肃然起
敬。一位93岁高龄的老者，对自己从事的手艺
相关数据记得如此清晰，这是把对工艺的执着融
入到血液里了。他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黄小明刚开始学习木雕那会儿，经常在晚
上练习新的雕刻技法，他的父亲在一旁做竹
编。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年轻人难免心生
疲倦，但看到父亲平静如水地做着竹编，篾刀
与双手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顿时感受到一种
无形的鞭策，疲倦也消失无踪。

黄小明感叹于父亲手中交出的作品，总是
清爽宜人，有种治愈的力量。有一件小事让他
难忘。

父亲80岁那年，偶然见到黄小明请别人编
织的一张半成品竹片。这张竹片呈矩形，宽40
厘米，长60厘米，卷起后加上底片和夹口，就
是一只筒。

这张竹编花片被黄小明“嫌弃”，因为它
色彩搭配不协调。东阳竹编有“红配绿，花簇
簇；青向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尧；白比
黑，分明极”的配色口诀。这张花片虽不是
“青向紫”，而是用了“白向紫”，但看着很
是别扭。

这张被儿子丢到一边的半成品竹编花片，
80岁的老父捡起来，默默编织起来。半天时间
后，他把成品拿出来。黄小明发现：父亲所配
的色彩还是“白配紫”，但清爽怡人；而且编
织的纹路笔直清晰，非常平整。

黄小明奇怪地问父亲，同样配色为何“判
若两人”？父亲笑着说，前半幅花片之所以编
不好，是因为工人在干活时小动作太多。比
如，时不时就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吮一下，或者
把篾丝咬在嘴里，干活时手不太干净，把脏东
西都编了进去，所以“白配紫”变成了“灰配
紫”。

“父亲对待竹编手艺，怀着非常虔诚的心
态。他干活时从来不做小动作，双手和篾丝以
及工具都保持得非常干净，也因此他做出来的
产品总是清清爽爽。”干净做事，洁身自好，
这不仅是项工作技能，还是一种人生态度。黄
树银没有大师的称号，手艺人的匠心却滋养着
他的生命。

心心专一艺，事事在一工。黄小明认为，
一辈子做一件事，才是匠心传承。

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的木雕作品
中，第三组是12幅牡丹条屏。牡丹是中国的
“国花”，也是常见的装饰题材。黄小明匠心
独运，以菏泽六种珍贵的牡丹为画面主体，两
幅条屏合成一个牡丹画面，整体气韵生动。雍
容华贵的牡丹，硕大的花冠一团团，一簇簇，
热烈奔放而又深沉内敛，两幅合一的设计，更
显大气端庄，为会场带来清新之风。

匠心深处是诗境。黄小明在东阳营造个木
园，名字发心于“在竹林之间造了一栋木头房
子”，那是一家人工作和生活的空间。

在家的日子，黄小明喜欢和老父亲一起坐
在院子里聊天。那晚，黄树银和黄小明约好，
第二天要编一幅36角的福字给他。编个正写的
“福”字并非难事，难的是外面一圈一圈的边
框，要融入铜钱纹、八结纹、回字纹等，共36
个直角。

第二天一大早，老人兴致很高地开始编织
了，到傍晚时分已经编了九成。他突然停下
来，准备重新起头编织。黄小明诧异地追问原
因，父亲淡淡地说：“我编错了一根篾。我要
重新起头，重新做一幅给你。我不信我编不
好！”说罢，他随手将辛苦一天的编织作品扔
进垃圾桶里。

黄小明内心十分震动。36角的福字由年富
力强的竹编艺人制作，都要事先计算好，花费
很大的心力。父亲却在接近完工时，因一根篾
的差错，信手丢弃重来。

黄小明偷偷捡回父亲扔掉的“废品”，用
于警示自己，教育子女。

第二天傍晚，父亲将一幅完整的 3 6角
“福”字竹编交到儿子手上，云淡风轻。那一
刻，黄小明几欲落泪。他心里萌生出一个想
法：要好好记录父亲执着于手艺的家风。这种
源于“朴实认真诚为本，酬劳高低勿计较”的
老式做派，不正是时代呼唤的“工匠精神”
吗？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大国工匠将山海融于咫尺方寸。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木雕作品的设计者和主要要
制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东阳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黄小明。早在会议筹备期，本报记者即赴浙江东东阳专
访黄小明，走进他的个木园，聆听百工之乡心手相传的家族故事。

黄小明：木雕大师的咫尺匠心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郑唯一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上合青岛峰会主会场泰山厅，环绕大厅四周的墙面，分布24幅中国山水主题木雕画屏。
“泰山厅设计概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强调礼仪性和仪式感。这给了我启发，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突破口。”木雕创作者黄小明表示，从儒家文化的起源，到中国文人
的山水情怀；从四书五经到经典诗词，他扎进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触摸到传统文脉的律
动。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主题木雕
《锦绣河山》宽12米，高5 . 15米，厚40
厘米，画面峰峦叠嶂、苍松巨石、烟云
环绕，描绘了祖国肃穆与奇秀交织的雄
壮景象。在崇山峻岭之中，万里长城犹
如巨龙，绵延万里；右侧山海相连，海
水拍打着崖壁，来往船只扬帆穿梭。

长城是中国疆土的象征性符号，穿
梭往来的商船，表现正在崛起的祖国，
以开放之姿屹立于世界之林。

12幅牡丹条屏，每
一对合并成一个完整画
面，共表现了菏泽六种
珍贵的牡丹。雍容华
贵、端庄秀雅的牡丹，
花开时节撑起的硕大的
花冠，一团团，一簇
簇，热烈奔放而又深沉
内敛，为会场带来清新
之风。

泰山厅强调礼仪性和
仪式感，四周墙面环绕分
布24幅中国山水画屏。每
幅木雕的题跋，对应习近
平总书记在重要场合讲话
中引用的经典名句。画面
结合山东自然人文景观，
又融入儒家思想和齐鲁文
化内涵，传达中国传统文
化意蕴。

黄小明的父亲黄树银，今年97岁，是东
阳年龄最长的竹编手艺人。黄小明走上匠作
之路，由他的父亲一手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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