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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木雕是我国传统民间雕刻艺术，从古至今，它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
简单的木雕在用器的局部雕刻一些图纹，点缀情趣，繁杂的甚至在整件木器上通体雕刻。
我国木雕最具艺术魅力的有乐清黄杨木雕、东阳浮雕、、福建龙眼木雕、潮州金漆木雕。
这几种木雕被今人称为“四大木雕”，包括了木雕的全部技艺、技法、构图、取材、打坯、用料，不
同程度地满足了人们欣赏、实用、把玩、装饰、建筑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从而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
    我国木雕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如果追溯更远一些，穴居先民用石刀、骨刀在木头上刻纹记事，
就是后世木雕艺术的发端。
漆器的发明使木雕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
南北朝时佛教兴起，大量江南寺庙、楼台、木雕菩萨的出现，使我国木雕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峰。
到了明清，木雕艺术品类繁杂，出现了各种不同名称的木雕，一些名家、名匠的弟子传承，开始了木
雕艺术的分宗立派。
    本书是将木雕艺术溯源和各种木雕技法融为一体的普及性教材。
编者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广大热爱民间雕刻，尤其是热爱传统木雕艺术的朋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中国民间木雕的历史、“四大木雕”的不同发展过程、功用及其传承现状。
同时，编者用较大的篇幅着重向读者介绍了乐清黄杨木雕技法的特殊性、取料的严肃性，以及木雕的
必备工具、操作要领、制作方法和制作过程。
黄杨木雕被不少人误谈为东阳木雕，其实它与东阳木雕具有本质的不同，目前黄杨木雕的主要产地在
浙江乐清，虽然由朱子常创始以来，历史还很短，但是它的发展却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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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浙江黄杨木雕艺术黄杨木雕流行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及周边地区，主要用黄杨木作为雕刻
材料。
黄杨木是一种珍贵木材，为多年生常绿乔木，生长缓慢，四五十年树龄的黄杨木树干直径仅几厘米，
故又叫“千年矮”，其木质坚韧，纹理细密，色泽微黄，有象牙的效果，其颜色还会随着时间长久而
逐渐变深。
黄杨木因其成材较小，不适合做建筑木雕的材料，经过民间艺术家们的努力，创造了以圆雕技法为主
的独特民间雕刻门类，即以创作小型观赏品和摆设为特点的黄杨木雕。
最早的黄杨木雕作品出现在元代，故宫收藏的《铁拐李》，就是元至正二年（1342年）创作的黄杨木
雕观赏品，其雕刻精湛，造型生动，技法很娴熟。
明清时期，在乐清当地盛行的“龙档”及民间艺人雕刻的用于龙档骨架装饰的樟木戏曲人物圆雕的基
础上形成的黄杨木雕，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总结，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木雕艺术流派。
晚清时期的木雕大师朱子常改进了木雕技艺，使其成为具有观赏性的黄杨木雕艺术类型。
朱子常主要的创作题材是佛像、历史人物、仕女等，其中的《五子戏弥勒》《布袋和尚》《济公和尚
》等在191f1年的南京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博览会上获多个奖项。
从清朝末年开始到如今的100年时间里，涌现出不少优秀的黄杨木雕艺术家，如王凤祚、叶润周、王笃
纯、高公博、郑胜宁、王笃芳、虞金顺、虞定良等，他们中许多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受艺后不仅
继承了前辈的优秀技艺，还创造了拼镶、嵌雕等新工艺，克服了黄杨木直径小、不易雕刻大件作品的
弱点，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并被国家博物馆及各地的博物馆所收藏。
黄杨木雕多为供人们观赏的小件摆设和观赏作品，题材有观音、罗汉、八仙、仕女、顽童、奔马等人
物像和动物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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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6月的一天，中国民协刘晓路主任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约我撰写《中国民间木雕技法》，当即
，我就非常乐意地接受下来。
电话里还说“10万字，3个月完稿”，这在时间上给了我不小的压力。
撰写木雕技法的书，我多年来就有这个想法，也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经常在雕刻之时，心有所想
，便有所得地作些技法笔记，这些平时的文字积累，为撰写本书带来了不少方便。
在撰写本书期间，白天还要搞黄杨木雕创作，所以写文字也都在晚上、夜间进行。
当写到雕刻技法处，需要附图对照，就拿笔设计，动刀雕刻，边写边雕，边雕边拍照，就这样，断断
续续，马拉松式地搞了半年多。
期间，刘晓路主任对文稿几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才得以成书，朋友马建河为书稿提供计算机上的
方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木雕技法>>

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木雕技法》：中国民间传统工艺技法系列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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