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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竹刻是在我国悠久深厚的竹文化与竹工艺传统的基础上，随着明代中后期文房雅玩鉴藏之风的兴
起而成熟的特种雕刻艺术，是文人艺术与民间雕刻工艺相互交融的结晶。
本书收入工艺研究专家撰写的十余篇相关文章，广泛深入地介绍了嘉定竹刻为代表的“深刻”、金陵
“浅刻”以及别具风韵的“留青阳文”，构建出绚烂多姿的竹刻艺术世界。

　　本书附有故宫、天津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宁波博物馆、嘉定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所藏竹刻艺术
精品99件的图片，充分展现了竹刻艺术珍品的魅力。

　　本书配合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竹镂文心“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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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博物馆工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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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吴之璠、封锡禄之后，出新和变法成为嘉定竹刻的主旋律。
从风格、样式、技巧乃至审美趣味等各个方面对经由吴、封二家而高度成熟的传统体系加以变革，成
为雍正和乾隆初年嘉定竹人的用心着力之处。
其中涌现出数位杰出者，其成功的创作实践拓宽了竹刻的艺术领域，丰富了竹刻的表现形式，延伸了
竹刻的文化内涵，不仅对于嘉定竹刻，即就整个清代竹刻乃至文房雅玩雕刻的发展而言，都起到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
 封氏第二代的封颖谷、封始镐、封始岐、封始豳仍擅竹根圆雕之家法，守成有余，创新尤嫌未足。
真正将嘉定竹根圆雕推向新境界的是施天章（17027-1774）。
作为封锡禄最杰出的弟子，施氏亦是有清一代唯一能与封锡禄齐名的竹根圆雕高手。
《竹人录》指出， “封氏家法专以奇峭生新为主，焕文一出而古香古色，浑厚苍深，骎骎乎三代鼎彝
矣”。
金元钰以“奇古”论封、施二家，封奇而施古，可谓各擅胜场。
在具体的细节处理上，施氏也有所创造，如封氏雕刻配景山石时，洼隆凹深，圆厚突兀，施天童则模
仿倪云林侧笔皴擦的折带皴效果，所作坡石“高下顿折，望之如绘，皆前人所未有”。
他曾在雍乾两朝供奉内廷，并授鸿胪寺序班（九品衔），将深厚的雕竹技艺施于牙、石等材质之上，
“所造益精，一时无两”。
嘉定竹刻的风格，一向推崇简老朴茂和平淡天真，这是“朱沈相承”的遗风。
作品大多“纯以韵胜”，追求自然雍雅之境地，而绝无雕缋满眼、一派槎牙的繁缛之习。
活跃于康熙后期至雍正间的竹人顾珏却一反常轨，崇尚繁琐和精细，作品“刻露精深，细入毫发，一
器必经二载而成”，“玲珑太过，又极纤细”。
所作栈道图笔筒， “老树危桥，悬崖绝涧，作数十层转折，望之窈然而深”，可说精细无匹了。
顾氏亦能为竹根人物，别有秘戏之制。
对这类作品，虽被士大夫道学气地认为是“非雅制”，但亦不得不称赞“眉目形体如生”、“有刻棘
镂楮之巧”。
看来无论就技巧、题材还是趣味而言，顾珏对三朱以来确立的嘉定竹刻高雅古朴之风都进行了颠覆。
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嘉定竹刻特别是带有商品目的的制作，如笔筒、香简之类大多雕刻繁缛精细而无
韵味，这种不遗余力地在精雕细刻上下工夫的作法，无疑很受市民和商贾阶层的欢迎。
对此金元钰指出“近时刻画精工，类宋元纤巧一派”，究其根柢，不难看出顾珏的影响力。
 另一位以作品精细著名的竹刻家是在雍正年间或乾隆初年流寓嘉定的福建人邓孚嘉，与其弟邓士杰、
子邓渭（见彩图○四○、○四二至。
○四四）并以刻竹名。
金元钰在撰《竹人录》时定有“非吾邑人概不录”的原则，而收录及邓氏，除其寓居嘉定外，成就之
杰出以至不可回避当为主因。
邓孚嘉的作品以折枝花最为工妙，“其法直起直落”，造型上“枝干比附而成，重花叠叶，薄似轻云
而映带回环”，其风格“秀媚精雅”。
这种折枝花是竹根雕刻的一个品种，由于作品追求精细纤巧，因此“躁心人固未许问津也”。
对于嘉定竹刻来说，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崭新风格。
邓孚嘉将这种在其他雕刻门类中得到发展的立体镂雕工艺引入竹刻，颇具新意，但其弟、子皆未传其
法，而是继承了嘉定传统风格。
仅稍后之马国珍（见彩图。
○五○、○五一）和张步清有所取法，张宏裕早年亦学之，后以其“是琐琐者”而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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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绚烂多姿的竹刻艺术世界，欣赏竹刻精品，全方面体验竹刻文化！
《竹刻,刻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介绍竹刻的读本。
嘉定竹刻的封氏雕竹以圆雕见长，昆仲中尤以封锡禄为突出。
锡禄的作品，上承朱氏之法而能更出新意，极大地拓展了竹根圆雕的题材，将高超的写实功力、浪漫
的艺术想象和卓绝的雕刻技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封锡禄的作品传世甚罕，其代表作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之竹根圆雕罗汉，精奇瑰绝。
封氏二代三代中亦有出众者，可说嘉定竹根雕艺术的兴衰是和封氏家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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