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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牟湘波的作品，勃勃的生命力仿佛

要冲破木雕本身，朝我们奔涌而来。区别于

传统黄杨木雕常以各种人物作为主体，牟湘

波更偏好动物，其中又以牛、羊、猴为主。在

牟湘波看来，动物是连接人与自然最具活力

的纽带，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

使他拥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以心归处为创作源泉

1987年10月3日，对于18岁的牟湘波

来说，是决定一生道路的日子。这一天，他

和其他9个小伙伴一起到（当时的）乐清县

黄杨艺雕厂报到，正式踏上工作岗位。对

于没有木雕基础的他来说，“木雕是一个很

神圣、很了不起的东西”。然而，从头开始

学习黄杨木雕技艺的枯燥、艰辛，以及需要

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可能出一点成绩，让一

起的小伙伴渐渐离开了这个行当，只剩下

他还在坚守。

出生于农村的牟湘波，喜欢将自己的

家乡融入到创作中去，对于自然环境有着

天然的亲近感。通过此次参评国大师的3

件作品，他向我们徐徐诉说。

《晨耕》表现乡村题材，由牛羊、牧童、

老农构成画面的主体，以传统木雕技艺为

基本手法，应用各种工具进行切、割、凿、琢

等手法，运用镂空、圆雕等技法，以写意的

手法结合泥塑的肌理，使作品具有岁月的

沧桑感，这是对老家乡村的记忆，对往事的

眷恋与乡愁。

《坚守》，顾名思义，通过刻画豹的家族

群体在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场景，以刚与

柔的强烈对比，反映出守护美好家园的愿

望，折射出对生命的坚守与信念，这也是牟

湘波对自己几十年从艺生涯的情怀展现。

《坚守》还曾获得2019年第七届浙江民间文

艺“映山红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

《丝路骆驼铃声悠远》中，牟湘波没有

用具象化驼队，而是通过写意的手法表现

丝路光景，传统技法与雕塑的语言相结合，

对工具全新运用，产生独特的沙漠肌理效

果，远远看去，沙漠的广袤和寂寞表现得淋

漓尽致，驼队更像是阳光下影子，观赏作

品，仿佛能听到阵阵驼铃声，能看到远去的

楼兰古国，窥探曾经的丝路文明。

突破传统，形成独特的风格

不断革新是牟湘波创作的鲜明标志。

细观牟湘波近些年的作品，发现他的

作品自带着“标签”，让人可以轻易地辨

别。传统的黄杨木雕习惯将表面处理得光

滑，牟湘波却尝试将肌理效果转换突破。

“刀刻的东西有它的优势，比较实。但每个

人表达的想法、层次不一样，用一些工具、

其他的一些手法，让作品有实有虚，能够更

好地表现作者自身的想法。”

不同于做一个“机械”的雕刻师，牟湘

波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审美能

力。进厂后，深知自己是一个“小白”的牟

湘波跟随着厂领导特别邀请来的专家学习

美术知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习欲望

特别强烈”，还专门给自己报班学习素描，

后来又听说中国美院办了工艺美术班，主

动要求去参加研修。而正是这次学习，让

他的黄杨木雕逐渐有了自己的风貌。

1991年9月，牟湘波进入美院进修，他

如饥似渴地听讲座、看书、看展览，直接雕

刻的、重塑起来的、不同形态与形式的雕

塑，那浓厚的艺术张力吸引着他的目光。

“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好看，很有感觉，想

着要怎么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就

吸收了一些雕塑的形式。”从美院回来，牟

湘波带回了作品《依偎》。这是一件极具实

验意义的作品，强调块面。

《依偎》的诞生虽然是偶然性的，但离

不开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与阅历。在那之

后，雕塑与黄杨木雕的融合成为牟湘波创

作的重要方面。

不设限，发现别样的美

喜用废料，则是牟湘波给人的另一个

印象。这源自于他在选材上的别出心裁。

如不少作品采用黄杨木的树根，有裂缝、有

斑点、传统意义上的“废材”，在他手中变

“废”为宝。他的作品《困境》，就用了一块

一端发黑的木头，而正是这个部分凸显了

水牛在湍急的河流中奋力前行，突破困境

的精神。“好多东西，我们发现了别人所没

有发现的美，所以我们就做出来了。”在牟

湘波看来，有时不完整、不好看反而为木雕

注入了灵性。

区别于传统黄杨木雕具有标准化、有

固定比例（六寸、八寸等），使用边缘化的材

料，给了牟湘波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如《坚

守》中把传统黄杨木雕形式与根艺美术融

合，根据树根的弧度，勾勒出它们生存的环

境特点，别有趣味。

其实，选择“废料”既是主动的选择，也

是求变的方式。黄杨木雕的原材料甄选严

格，大小、成色等需要满足多重标准。黄杨

木生长缓慢，一般要生长四、五十年才能用

于雕刻，且黄杨木“娇气”得很，合格材料并

不容易找：“它是季节性的，只能在秋天中

秋之后植物停止生长到第二年开春之前才

能开采。到春天重新生长，树木充满了水

分就不能开采了。”牟湘波也有些无奈，“如

果订单量比较大的话材料没有这么大的储

存量。如果储存多了，又很容易坏。”

“发现美”，这是牟湘波在采访过程中

反复向我们提到的三个字，“有些木材，一

方面可能是雕刻主体时作为底座；但反过

来，如果材料很美，那我就会去思考如何设

计、使用这个材料。”

创新与坚持让牟湘波收获了不少成就：

从国家级非遗项目温州市“乐清黄杨木雕”

代表性传承人、首届中国木雕艺术大师再到

如今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将黄杨木雕传

承、发扬是他的使命和责任。虽然人才的流

失与木材的稀缺是黄杨木雕发展道路中绕

不过去的难题，但他坚信，只要大家认可、重

视黄杨木雕的文化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有

更多的投入，支持传统形式传承与创新模式

发展并行，且建立专门的平台、窗口与渠道，

打通手艺人和受众之间的屏障，黄杨木雕将

会在新时代有新的发展道路。

“我现在正在创作一套作品，叫《修》系

列，”牟湘波笑着表示，“黄杨木雕是一条无

止境的修行之路，过程非常辛苦，有种苦行

僧式的坚持。”正如同《修》系列一样，为黄

杨木雕的传承与传播奉献自己的力量，这

是他信奉的人生信条与写照。

日前，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名单出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始于1979年，每5年举行一次评选，是授予国内工艺美术创作者的国家级称

号。浙江省“五个一批”文艺人才孵化（名家培育）项目（以下简称名家培育项目）民间工艺类团队有4位名家培育对象获得荣誉，收获喜人的成绩。

本期，我们对话牟湘波，了解他对黄杨木雕的传承与创新。

牟湘波：不设限，雕刻心中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俞越 实习生 顾昱洁

牟湘波，1969 年出生于浙江乐清，正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师

从虞定良大师学习黄杨木雕艺术。作品

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大型艺术展，屡获

大奖，2014 年获世界工艺文化节国际木雕

比赛金奖。多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中国

工艺美术馆收藏。乐清黄杨木雕传承人，

浙江省“万人计划”传统工艺领军人才、浙

江省“五个一批”文艺人才孵化（名家培

育）项目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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