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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鄱大地上赣鄱大地上，，民间文艺山花烂漫民间文艺山花烂漫。。那那

一朵朵贴着土地生长的文艺之花一朵朵贴着土地生长的文艺之花，，以真善以真善

美为美学种子美为美学种子，，被人们共同浇灌被人们共同浇灌，，盛开乡盛开乡

野野。。花香弥漫花香弥漫，，抚慰着乡土上的我们抚慰着乡土上的我们————

张林发的羽毛画工作室略显老旧和简陋，但四面墙

上却是大有看头——那上面全是他的作品。他先领着笔

者远远地看，然后取下来一张一张仔细看：“看着像是国

画吧？可是你仔细看，它们有禽羽的质感，还真是不一样

呢。”他指着一张《高瞻远瞩》，一只雄鹰挺立在一棵松枝

上，整个画面透着一股苍劲和冷峭之感。老鹰背上是用

不同颜色的羽毛一片一片层层堆叠出来的效果，不仅体

现了光影和色彩的变化，还体现了雕塑般的立体感。“光

鹰头到鹰尾部分就贴了上千片呢。”他又让我们看画面上

的松针，根根凌厉，“翅羽上的鸭毛一边比较硬一边比较

软，我就取那硬的那边剪成一小段一小段，轻轻地搓，就

出来了效果……”他又抱来一幅《悠游图》，画面上五只

虾，活灵活现地悠游着。“你看这幅画画面简洁，设色也不

复杂，可是颜色深浅之间的过渡可不好掌握呢。”

算起来，张林发跟羽毛画打了快 40 年交道。他从小

爱画画，有底子，第一份工作是在老家湖北省黄梅县的工

艺美术厂做秸秆和棉花的贴画。1984 年，共青城要成立

一个废弃羽毛再利用车间，于是，张林发来到了这里，开

始做羽毛画。

虽然羽毛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汉代，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拼贴羽毛画的装饰品，

但是，并没有关于羽毛画工艺的记载。张林发踏入这个

领域时，一片茫然。打听到共青城有一位叫胡升治的老

人年轻时曾用羽毛拼成大雁、鹭鸟、蝴蝶、兰花之类的简

单羽毛画，于是，他拜胡升治老人为师，从简单的、小幅的

蝴蝶、小鸟开始学习。

羽毛入画首先要解决材料的清洁和防腐、防虫问题，

而且要保证羽毛的形状、质地、颜色和光泽都不受影响。

用开水蒸烫、用 84 消毒液泡……张林发花了 4 年的时间，

不断地试，不断地改，终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材料处理工

艺。那几年当中，张林发的羽毛画技艺也不断提升。他

和同事们创作了一幅 80 厘米×40 厘米的《松鹰图》，被共

青城最好的宾馆选中，挂进了贵宾厅。这对他是一个不

小的鼓励。之后，他又陆续创作出了《竹》《迎客松》《庐山

石松》《报喜》《墨虾》等作品。1986 年，张林发的羽毛画作

品被共青城当作城市礼品送给国际友人。

每年 11 月到次年 1 月中旬，是禽类羽毛最丰满、最

华美的季节，而这时也是共青城各家板鸭厂宰杀鸭子的

季节。厂子里宰杀鸭子一般从凌晨 3 时到早上 9 时。所

以，冬天里，张林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大早到各个厂

子里“逛羽毛”。“逛得多了，碰到好看的羽毛脑子里就会

有画面，就会盘算，这几枝羽毛可以出现在什么样的画

面里。”

作一幅羽毛画先要选题、构思、作画稿，然后才开始

粘贴。其中最耗时耗力的是选羽毛：不仅要选颜色，还要

考虑粗细和质地。而最后一道工序粘贴，是最考验创作

者耐心的。张林发把中国画的笔墨韵致和油画的色彩考

量糅进了它的羽毛画创作当中，还汲取了剪纸的艺术风

格。除了平贴之外，他借用浮雕的创作理念，创新了“浮

雕贴”，使得画作更具立体感。

40 年来，张林发创作了多少羽毛画，他自己都数不

清了。早期，他的创作题材集中于人物、花鸟、山水，“那

时候最喜欢画的是孔雀、迎客松和仙鹤”。他翻出一堆照

片给我们看：“那个时候有创作激情，但是明显艺术品质

还有欠缺。”2001 年，他前往天津参加了中国美协培训中

心举办的一个国画培训班。回来以后，他发现自己视野

更开阔了,题材更广泛了，画面也更有美感了。退休以

后，他有了大把的时间，于是，2017年他再次去北京进修。

不断地学习进修不仅仅是为了精进自己的创作，“更

是为了把共青城羽毛画做大做强做成气候”。在张林发

心目中，共青城是一块从事羽毛画创作的“宝地”：它是一

座因鸭而兴的城市，而且紧邻珍禽王国鄱阳湖，“羽毛画

应该成为共青城最具特色的艺术门类和产业”。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张林发和他的学生们进学校、进社区，给老

年人讲、给孩子们讲。他们还跟当地妇联、共青团合作举

办培训班，发现、培养人才。“靠一两个人永远不可能做大

做强做成气候，所以，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爱

上这门艺术。”

赣浙交界，怀玉山巍然而立，山麓有古村，名曰锦溪，采石制砚已

逾千年历史。怀玉砚，始于唐，兴于宋，一直流传至今。唐代阎立本、

宋代朱熹等大家都曾对怀玉砚不吝赞美。怀玉砚因其石纹理似丝

罗，故名罗纹砚；又因玉山县古属信州府所辖，又名信州砚。

罗纹砚省级非遗传承人陈文武，祖上五代均为砚匠，从小闻着青

石的气息、听着刻刀与石头厮磨的声音长大。从 14 岁学艺起，他开

始和怀玉山石打交道，如今已有 36年。

人与石
夏秋之交，天高云淡，转过几道郁郁葱葱的山路，便是锦溪。村

间水泥路旁，陈文武一身粗布衣，笑容爽利。

走进他的罗纹砚非遗工坊，琳琅满目，鸟兽草木的玉岩石壶、琼

楼玉宇的怀玉砚雕、曾惊艳深圳文博会的石刻古琴……亦如工坊门

联上所提，“莫笑小城雕虫技，千姿百态信手来”。

现场观摩雕砚、篆刻，尤为震撼。他一双手，掌厚、指粗、纹重，握

刀时手背青筋条条，左手食指上一道刀口留下了深深划痕。动手前，

他稍加构思，旋即下刀，“哧——哧——”，凿石之声悦耳如斯，那巴掌

大地方，竟似长出了一个世界。

晚间即兴创作，我们现场出了一题，刻“锦溪”印章。陈文武几番张

了张嘴，又被惊讶盖了过去，随即笑道：“嘿！我还真没刻过家乡。”

取材、构思、刻印，几分钟后，他取来新鲜印泥，沉默而娴熟地用新章

子和泥，背躬成一张紧绷的弓，慎重下印、抬起，一方鲜红的正方形“锦溪”

着墨纸上：素雅、沉静，“白”部起笔向右折叠，错落而有意趣。

“真别说，我还有一丝紧张。怎么从没有人找我刻过‘锦溪’呢？”

他站起，对着光亮细细琢磨这方鲜红印记：“有两笔可以再粗细分明

点，就更妙了。”他沉浸于作品中，手舞足蹈起来，静夜斗室，唯余人与

石。

从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官方特许产品文房六宝“世博之花”，到

弹奏美妙乐声的石刻古琴，从红色主题石雕到“永州第一书”等定制

文创产品……这些年，陈文武一直在推陈出新。玉山一中逸夫楼内，

陈列的一方 7 吨重的“怀玉石刻第一砚《博士摇篮》”，便是陈文武历

时半年而作的“大件”，运刀遒劲，气势雄浑。

梦与路
陈文武今年 50 岁整，声如洪钟，奔走一天不显疲态。他几十年

不偏向不放弃，但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14 岁入厂做学徒，上山采石，拜师学艺，日有精进。21 岁那年，

他创办砚台厂，将制砚原材料分发到户。村民按双方约定的耗损率

交货，省下的材料自留。砚台产品走俏，一度远销东南亚，很好地带

动了当地就业。

但天有不测风云，1997 年海外订单迅速下滑，1998 年山洪冲毁

了砚洞内价值十几万元的设备……多年心血付之东流，一贫如洗的

他背上刻刀离开家乡。一把刻刀、一张小凳子，背一背篼怀玉山的石

头，陈文武开始走南闯北。他善学习，频遇名师指点，眼界不断开阔，

也就在那时，一个斑斓的艺术梦，在他心中开始升腾。

从一个乡间农民，到高级工艺美术师，几度摘得工艺美术界最高

奖项“百花奖”，这条路他是怎么走来的，陈文武说得不多，但周围的

人都看在了眼里。

2007 年，接到电话说他入围了“首批江西省民间文化艺术家”

时，陈文武还在石家庄摆地摊。他兴奋得没了睡意，匆忙把数百斤行

李一收，星夜赶回上饶。现场考察组想试试他真功夫，即兴命题。陈

文武稍加思索，手上便利索忙碌起来。半小时后，考察组专家面露笑

意……

今年，玉山县文联党支部书记吴仁才与陈文武到北京出差，行至

一地，诧异地发现，陈文武三步一吆喝、五步一熟人，仿佛踏入那个熟

悉的锦溪村一般。83 岁的汪维炎是一名摄影工作者，他一边展示罗

纹砚老照片，一边说：“20 世纪 70 年代末，玉山罗纹砚出口量很大，我

曾就此采访过陈文武的父亲。陈文武下了几十年笨功夫，创作出很

多的优秀作品，提升了罗纹砚的声誉。”

拙与道
陈文武擅雕砚、工篆刻、精制壶。从入行算起，陈文武沿着一圈

一圈罗纹奔跑了 36年。

那砚那壶，来自大山。陈文武亦来自大山，耳朵亲近植物拔节

声，腹中常有山水石鸟，自然意趣流进了骨头里。上饶市作协主席石

红许与陈文武相识 20 多年，说他“但凡谈起怀玉文化，眉宇间闪烁着

热爱”。

手艺人自有他的拙。陈文武习惯和石头长夜对坐。即使再忙，

也为自己留下独处的余裕，灯前刀石声中，方寸砚台里，鸟兽草木生

气渐展。

那半生守拙里，亦藏着手艺人的道。石红许说起一桩关于锦溪塔

的旧事。有600多年历史的锦溪塔，早年间因雷击严重受损。陈文武到

处奔走，义卖砚台、募集资金，自费请专家来实地勘探、提修复建议。前

后历时两三年，古塔得以修缮，成为当地的一处地标建筑。

十多年前，中央美院面向全国选拔非遗专业人才给学生开讲座，

当陈文武站上中央美院的讲坛，讲述怀玉砚文化和传统技法时，台下

一双双年轻而炽热的眼神，至今让他难以忘怀。也许从那时起，有颗

种子在他心里悄然生根：让更多人了解怀玉砚。如今，锦溪村里那间

藏着上万方砚台的陈列室，便是陈文武为搭建“中国怀玉砚文化博览

园”所做的准备。

怀玉山下，小溪静静流淌。那广袤的山间乡野，一定还有更多抱

朴守拙、追逐梦想的民间手艺人。

有一对陶氏赣绣姐妹花，姐姐叫丽华，妹妹叫卫华。针起线落，姐妹俩

一绣就是20多年：在莲花县开办当地第一家刺绣店；扎根英雄城办绣坊，创

新赣绣技艺；回到家乡培养乡村绣娘，带领乡亲们穿针引线致富……

绣者之心似莲花
骄阳热烈，南昌岭口路江南绣业，台阶旁的水缸里，有莲花盛开。推

开门，绣坊外间十来张绣绷依次排开，阳光透过窗户，落在绣娘的针尖，

针引着线在布上翻飞。绣娘是卫华的学生，正照着图样绣一朵莲。绣坊

里间，有会客室、展厅等，亦装裱了不少的莲花题材绣作。

卫华笑了笑：“莲花有太多的美好寓意，我也来自莲花。”

赣绣是一门绵延千年的民间手艺，赣地上的村村落落，母女间、婆媳

间、妯娌间总是口授心传着这门不怎么起眼，却家家户户的女子都会点

的绣花功夫。

陶氏姐妹生于刺绣世家，外婆绣作曾为贡品，盛名于清末。在家学

熏染下，姐妹俩很小就喜欢上了飞针走布。

20 多年前，姐姐待业、妹妹下岗，在父亲提议下，姐妹俩在当地合伙

开了一家刺绣店。绣婚被、绣肚兜、绣丝巾……姐妹俩技艺精湛、自绣自

卖，刺绣店很快就有了名气。后来，姐妹俩来到南昌，在榕门路附近开了

家绣坊。这里靠近滕王阁，游客众多，周边艺术市场也比较成熟。

更大的市场，也意味着更多的挑战，“赣绣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成

了姐妹俩的一致追求。历经钻研沉淀，姐妹俩自创了单面透视绣、水墨

精微绣，打子泼墨绣、飞白篆刻绣等技法。

“要想绣活一幅水墨画，首先得了解画理。不同的笔、不同的墨、不

同的水，在纸上画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丽华常年习字作画，她的水墨

绣、摄影绣等针线细腻、排针自然，多次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中华

工艺优秀作品奖等。

“打子针”原是绣花蕊的技法，卫华利用打出不同大小、粗细、疏密、

深浅的子，来创新水墨立体感。飞白篆刻绣则结合直针、接针、虚实针、

捻针、交叉针等，把印章的残破感、金石纹的肌理感、印泥的深浅感等表

现出来，耗时一年半绣出的 9 米长《<滕王阁序>印谱》，便利用了此技

法。卫华的绣作曾多次获国内外大奖，她还应邀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上现场表演赣绣绝活，受到了海内外嘉宾的好评。

绣品不可水洗，每次拿起针线，绣娘们都要洗手。“是净手，也是净

心。心似莲花，香远益清。”

指尖上的美学传承
刺绣悦己又悦人，牵系着祝福、期盼、思念等，以针代笔，以布代纸，

写出无限情思。“姐姐爱自由，恣意洒脱”“妹妹人美心美，性格内敛”，时

光悠悠，如今姐妹俩对赣绣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朝着各自目标前行着。

洪城路西江绣苑，是丽华的个人工作室。电风扇轻柔的风下，她正

在绣一幅八大山人的《瓶》。

“针起线落，就是一场修行。人生太短，我想多绣一些精品留给后

人。”近年来，丽华潜心独立创作，渐渐地把赣绣这项民间文艺转型为高

端艺术品。

“第一次拿作品去外地参赛，活动方不提供食宿，我是借钱去的。”尽

管有时收入不稳定，有些收藏家出高价买其绣作，她却不肯轻易交付他

人。“作品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是一个懂刺绣、懂艺术的有缘人来收

藏。”丽华绣作追求“生活美学”，纯净素雅。而妹妹卫华则坚定地认为，

赣绣要抵近普通人，扮美日常生活。

以前姐妹俩合开绣坊时，按照艺术家的方向培养了不少绣娘，然而，“培

养一个成熟的绣娘少则三五年，多则没有上限，这显然跟不上市场需求”。

“我们现在做时间减法，缩短绣娘培养周期，提高绣娘收入。”历经多

年摸索，卫华探索出了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赣绣教学体系。她先传授

学生基本针法，再把刺绣图案拆解成针法走势图、颜色图等，让绣娘快速

上手。以墨色为例，用数字 1、2、3、4、5、6，来标注淡浓色块区分。

本着“让艺术生活化，让生活艺术化”的理念，近些年，卫华与丈夫周

建华开办的江南绣业融入国风元素，推出了书签、香囊、镜子、胸针、手

包、旗袍等赣绣产品。这些产品有的在江西省美术馆等文博机构销售，

有的是买家、收藏家的订制。

如今，姐妹俩有了很多称号，江西省工艺美术师、赣派陶氏绣代表性

传承人；江右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江西省赣绣技艺大师

工作室领办人、江西省刺绣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而

作为赣绣绣娘，她们从未忘却身上的责任。江南绣业在

每个周末都会开展志愿者公益活动，西江绣苑里也总是

人头攒动。姐妹俩还带着绣绷走进了学校、社区、展馆

等，卫华甚至做起了赣绣直播教学，“晚上一有时间，我

就会直播教学。尽管有时候直播间人数不是

那么多，但我会一直坚持”。

天孙机杼，人巧备矣。如今，让卫华倍感

欣慰的是，女儿周品雨大学毕业后，也坚定地

拿起了绣针，埋头刺绣。丽华天天钻进绣苑

潜 心 创 作 ，她 计 划 推 出 自 己 的 个 人 绣 品 展 。

而在姐妹俩的家乡，一个赣绣馆已经落地，越

来越多的乡亲们开始重拾这份民间技艺，在

美丽乡村绣出锦绣画卷。

山花俏山花俏山花俏

人们喜欢把民间文艺喻作烂漫山花，故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叫“山花奖”。民间文艺，乃生长在山野
间的文艺，盛开在人心间的文艺，为老百姓所创造，并为老百姓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因而，它连接地气，贯通
人脉。

江西大地便是姹紫嫣红一片。譬如正月，仿佛是南丰的假面舞季，从初一直到十八，即便行走于山冈
上、橘园里，也可以随时与戴着面具的傩班不期而遇。那是怎样隆重而浪漫的演出季！作为傩舞之乡的南
丰，既是舞蹈之乡，也是灯火之乡、鼓乐之乡……经营着橘园的农民，此时经营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把平凡的
生活理想，寄托于来历纷繁的众多艺术形象，竟表达得那般绚丽多彩，真切感人。

其实，何止在正月，何止在南丰，在一年四季，在江西各地，人们总能轻易地走进一个个民歌之乡、舞蹈
之乡、戏曲之乡、鼓乐之乡、灯彩之乡、剪纸之乡、木雕之乡……总能在风光秀美的山水之间饱览异彩纷呈的
载歌载舞和精雕细刻，除了南丰跳傩，还有婺源傩舞、乐安傩舞、萍乡耍傩神，有丰城岳家狮、信丰古陂席狮、
黎川舞白狮、吉安鲤鱼灯舞、吉水鳌鱼灯、永新盾牌舞、宜黄禾杠舞，有兴国山歌、九江山歌、武宁打鼓歌、于
都唢呐公婆吹、万载得胜鼓、丰城花镲锣鼓，有婺源三雕、瑞昌剪纸、新干剪纸、瑞昌竹编、湖口草龙、东固传
统造像、莲花打锡、夏布绣、瓷板画、贵溪錾铜雕刻、湘东傩面具等等。这些都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尚有众多传统民俗和传统技艺项目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比如，传统民俗有吉安中秋烧塔、全丰花灯、药市习俗、上畈关公灯、赣南客家唱船、石城灯会、西山万寿宫庙
会、渼陂彩擎、义门陈家训传统、赣南客家匾额习俗、赣南客家服饰习俗等等；传统技艺有景德镇手工制瓷、
传统瓷窑作坊营造、铅山连四纸制作、歙砚制作、金星砚制作、万载夏布织造、鄱阳脱胎漆器髹饰、修水贡砚
制作、石城砚制作、文港毛笔制作、吉州窑陶瓷烧造、古戏台营造、庐陵传统民居营造等等。

走近蔚为大观的民间文艺、传统民俗和传统技艺，就是走近民间千百年的精神收藏。当今世界越来越
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认识到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遗产的重要性与不可复生性，尤其认识到它们作为现
代创新的出发点与灵感源的价值和意义。而江西的文化遗产突出地代表了江西民间文艺的独特价值。

江西民间文艺历史影响大、当代传承强。以景德镇陶瓷为例，初现于汉代的制瓷手工艺，经过历代匠人
的呕心沥血，终于在昌江边创建了一座独一无二的世界瓷都。这瓷都，其实正是民间艺术之都，民间技艺之
都。我曾有诗极言景德镇瓷艺的当代传承之盛：“在瓷都 即便一位其貌不扬的青年/都可能是名门的传人/
或者，艺苑的新秀。”近二十年过去，我则欣然看见“景漂”满城，访得有景德镇读书、学艺经历的青年艺匠散
布于全国各地的陶瓷作坊。景德镇瓷艺到处散叶开花。乐平的古戏台争奇斗艳，闻名遐迩，至今尚完好保
存四百余座，令人惊奇的是，传统的戏台制作技艺在那里培育的园林和古建筑行业，其发展势头为全国瞩
目，并已在同行业占据一席之地。是的，民间文艺资源可以支撑文化产业，可以赋能乡村振兴，可以促进文
旅融合，多年来，江西一直在为此不懈努力。

江西民间文艺具有引人入胜的丰富性。江西境内既有山林连绵，又有江河密布，既有沃野千里，又有大湖
万顷，多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江西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正是生长在如此丰厚的土
壤中。同时，北人南迁和吴头楚尾的历史情境，孕育了兼容并蓄的江西文化，而江西文化海纳百川的多元特
质，同样反映在民间文化中。不妨以积累了丰富民俗资源的鄱阳湖为例。历史上，随着鄱阳湖成为贯穿南北、
东西的交通枢纽，那里有了舟车四达、商贾辐辏的口岸，五湖四海来此靠港登岸，四面八方在此落户营生，更有
匡庐秀色，引无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樯帆之间，酒旗之下，楚骚遗风、吴越旧习、中原古韵顺水随舟而至，鄱
阳湖地区自然也就成了南北文化交汇混杂、相互影响的“文化场”。就连南北的民间说唱艺术也找到了共同的
码头，它们在湖区交相辉映，共生共荣。将此说放大，呈现盆地地貌的江西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融汇多元文化
的“文化场”呢？于是乎，瑞昌剪纸遥对分外妖娆的北方剪纸，昂昂然傲立于滔滔大江之南岸。

江西民间文艺至今仍难能可贵地保存着原生状态。在曾经是“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的江
西，受崇文重教传统的长期濡染，耕读为本的思想在广阔民间根深蒂固，攻读入仕的宏愿成为人们普遍的向
往，成为民间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理和以诗书传家的社会风尚，至今渗透于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它们或者入木三分地镌刻在寻常人家的砖木之上，或者润物无声地融化在方言俚语的赞颂之中，
或者寓教于乐地注入各种艺术表演活动。这一文化精神是江西民间文艺的灵魂，且与中华民俗文化的精神
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故能唤醒广大地域的文化认同；而难能可贵的是，江西传统民俗和
民间文艺至今依然保持着稳定性，从而，幸运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以呼应传统、可以观照其他地域文化的
遗产。缤纷绚丽的民间文艺和传统民俗如含露的烂漫山花，迎风摇曳于江西民间，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从
来得到老百姓的珍视和喜爱。近年来随着保护意识深入人心，许多地方自觉地重新接续一度被斩断的传承
之链，因而人们能够领略到江西民俗始终鲜活的真相。譬如遍布全省各地的灯彩，那一条条明明灭灭的灯
火长龙，是亲缘纽带、地缘纽带、乡愁纽带，也是维系大地人心的情感线索。

民间文艺是出非遗传承人的领域，也是出艺术大师的领域。江西已经拥有陶瓷艺术大师、剪纸大师、木
雕大师、微雕大师、砚刻大师、夏布绣大师、宣纸绣大师、赣绣大师……民间文艺往往也是各个地方的文化名
片。惟愿大师们守正创新，精进技艺，抓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机遇，不断亮出一张张值得自豪
的地方文化名片。

乱花从来
迷人眼

匠心竹衣
□ 温 凡

当雕刻工艺遇见山野竹衣，会碰撞出怎样的神奇呢？

一位匠人，原本只是在耳濡目染中捏着泥人长大、辗

转多地在人间烟火里谋生的普通人。如今，他以一颗对民

间艺术执著热爱的真心，给山野间最平常的物件赋予了全

新的意味，发生脱胎换骨的蜕变。

一片竹衣，原本只是在山野间裹挟着竹体拔节生长、

待到竹体成熟后脱落地面化为泥土的寻常物件。如今，它

披在腾龙模具上惊涛拍浪，它披在孔雀模具上翩翩起舞，

它披在雄鹰模具上气冲云霄。

乐安竹衣工艺，这是一场源于自然艺术灵感的精彩呈

现。

只有遇见，才能造化。

陈亮的匠心
陈亮出生于一个雕匠世家。

陈家从事雕刻技艺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从家谱中找

到，生于清道光十五年的陈瑞钰有一栏“善雕刻笋壳为料

做祭祀物”的职业备注，之后代代均标注为“雕匠”。传到

陈亮一脉，已经是第五代了。

陈亮的雕刻记忆是从捏泥巴开始的。起初倾心于父

亲手中出神入化的雕刻刀，父亲却甩给他一坨泥巴，随手

捏出各种造型的小动物，让儿子照着学，看着把泥巴捏出

了几分模样，才开始教绘画、雕刻。

乐安县家具厂烫画师、县工艺美术厂研究开发室主

任、自主创业开办广告装修公司……除了刚参加工作时短

暂当过一年营业员，陈亮的人生轨迹始终没有离开雕刻技

艺。在他命运里还镌刻了两个深深的印记：赴上海工艺美

术学校进修时打开了广博浩瀚的美术世界之窗，与女友共

同赶制竹衣工艺品凑齐彩礼娶得佳人归。

2018 年，“竹衣工艺”“木板烫画”“才子玉雕”三项技艺

同时被列入乐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 年，“竹衣

工艺”被列入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 年，《一种

竹衣工艺品的制作工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祖先们在繁衍生存过程中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符号和

历史烙印，承载着鲜明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有责任做

好弘扬与传承。”如今，身为三项非遗文化传承人的陈亮把

广告公司交给了外甥打理，自己则一门心思从事竹衣工艺

的创作研究。

一门手艺，一颗匠心，一份坚守。

兜兜转转，雕匠陈亮和乐安竹衣工艺的故事，或许这

才刚刚开始。

竹衣的造化
一件优秀的竹衣艺术作品，首先要有一片好竹衣。

竹衣也叫竹壳、笋壳、竹笋壳，是竹笋的外层薄皮。乐

安竹衣工艺以韧性良好的毛竹外壳为原料，或通过剪裁、

拼接形成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或雕刻勾勒成生动传

神的版画，作品须显出创作物体本身气势、气韵和意境。

由此，对于选材非常讲究。

每年四五月份，是上山采集竹衣的季节。

这个季节的竹笋已经成熟，完成了保护使命自行脱落

的竹衣便成了匠人首选。选材的部位很有讲究，必须是 2.5
米以上 5 米以下的毛竹竹衣，太低了竹衣宽度不够，太高了

面积又偏小，铺展开来宽度能达到四五十厘米的就属于上

好佳品了。

乐安位于我省中部腹地，是全国商品木竹基地县和江

西省重点林业县，境内丰富的毛竹、竹笋资源为乐安竹衣

工艺制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搜集的竹衣，经过清洗、去毛、蒸煮、杀菌、消毒、烘干、

压平、整形等多重工序，成为可以保存的原材料，供全年创

作使用。

原材料的采集只是初始。创作一件竹衣作品，还需要

构思设计，再经过定模型、剪片、绘型、雕刻、打磨、定型、上

光、配底座等十多道复杂的工序。一条盘旋的腾龙，仅身

上的鳞片就要用到 2.6 万余片剪裁成指甲大小的竹衣，历

时一个多月。

在陈亮的乐安竹衣工作室，随手拿起一件雄鹰展翅作

品，可以发现每一片羽毛的搭配，都是根据鹰本身的羽毛

变化选用的相符竹衣原料。在黏合的过程中，需要按照鹰

体不同部位的弧度选取相应纹理走向的竹衣。最终，竹衣

外层花纹与鹰体羽毛花纹达到高度匹配，真假难辨。

原本自然脱落后腐烂于山间的竹衣，经过匠人的巧

手，变成一件件活灵活现的工艺品。

“早先的竹衣制品用来祭奠或祈福。如今的竹衣工艺

品侧重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的孤品。”陈亮的语气里，能够听出一种自豪。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让文化创造新价值。这是竹衣

的造化，也是民间文艺传承的意义所在。

石 痴
□ 龚艳平 周 颖

纤纤禽羽入画来
□ 凌 瀚

针起线落绣华年
□ 万芸芸 邓雅雯 徐怡之

□ 刘 华

羽毛画羽毛画《《悠然嬉戏悠然嬉戏》》

竹衣工艺品竹衣工艺品《《龙腾盛世龙腾盛世》》

温温 凡凡 摄摄

印章印章《《锦溪锦溪》》

周周 颖颖 摄摄

赣绣作品赣绣作品《《莲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