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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
讯员 马碧幸）又到了杨梅成熟
的季节，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
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然而，
采摘杨梅时的安全问题却不容忽
视。近日，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就
接诊了两名因采摘杨梅从树上摔
下受伤的患者。

6月5日傍晚，58岁的王女士
和朋友一起去采摘杨梅，在攀爬

杨梅树时不慎从两米多高的树枝上
摔落，被 120救护车紧急送往区人
民医院急诊科救治。王女士最终被
诊断为全身多处骨折、多处软组织
挫伤。

无独有偶，当晚急诊科又接诊
了一名同样因为采摘杨梅摔伤的患
者。52岁的王先生在采摘杨梅时，
冒险爬上了较高的树枝。结果树枝
断裂，他从三四米高的树上摔下，臀

部着地。家人紧急拨打120将他送
到区人民医院急诊科。经检查，王
先生被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

区人民医院急诊外科医生介
绍，每年杨梅季都会接诊多起因采
摘杨梅摔伤的患者，从树上坠落受
伤属于高空坠落伤，伤势程度与坠
落高度及着地姿势密切相关，很容
易导致骨折，尤其是脊柱的压缩性
骨折，严重时还会伴随内脏出血等

情况。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杨梅虽可

口，采摘需谨慎。要选择合适的装
备，采摘杨梅尽量选择晴天，并穿上
合脚的防滑鞋上山。对于枝端的杨
梅，非必要不攀爬高枝，尽量采取树
下工具采摘，如使用长柄采果器，或
使用梯子辅助采摘杨梅。最好结伴
而行，并携带好通讯设备，以备发生
险情时能第一时间得到帮助并救治。

一天两例，市民采摘杨梅坠落受伤
医生提醒：杨梅虽可口，采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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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是独一无二的，雕一件就是一
件，卖一件就少一件，如果不是为了生
存，真的难以割舍。”叶锡堂对自己的
每一件作品都很珍爱，还曾用更高价
格回收售出的作品。

出生于台州三门的叶锡堂，1997
年携全家来到溪口发展，并深深地爱
上了这里。“转眼间，我在奉化已经生
活了28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奉

化不仅有好山好水，而且还是中华弥
勒根本道场、弥勒文化的发源地，这里
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他深情地说。

弥勒文化“包容、欢喜、慈悲、自
在”的精神和理念，也感染着他。他始
终怀揣着一个愿景：“要用雕刻艺术架
起文化桥梁，让弥勒文化走向世界。”
近年来，他的根雕作品持续出口至美
国、日本等国家，这项中国传统技艺令

许多外国友人赞叹不已。作品《弥勒故
事传说》令人印象深刻。这件作品用阴
沉木雕刻而成，耗时560余天，展现弥勒
从出生到成道的 30余个场景。“作品的
每一个细节都要细细斟酌，光是一处‘围
海造田’就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最小
的人物高度不过3至4厘米，但每个人物
的神态动作都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的叶锡堂有着很多的身份和荣
誉：中国一级根艺美术师、中国民间艺术
大师、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宁波市优秀
民间文艺工作者……无论身份如何变

换，荣誉如何累加，叶锡堂始终坚守初
心，对每一件作品精益求精，沉下心思不
断精研，并身体力行地传承这门技艺。
叶锡堂已培养徒弟40余名，这些弟子遍
布全国各地，让根雕艺术不断发扬光大。

一段朽木，镌刻光阴故事；一把刻
刀，雕琢自然与人文新韵。温暖的阳光
轻柔地洒进屋内，新雕的“渔翁”雏形已
见。叶锡堂轻抚木纹，像在抚摸一段凝
固的时光。他坚信，只要还有人愿意为
一块朽木驻足，根雕这门艺术定将在新
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守艺新生：一刀一世界

从16岁握起第一把刻刀，叶锡堂
的身影便与山间朽木紧紧缠绕。叶锡
堂从小就喜欢做手工，并展现出了极
高的天赋。“1966年，开始拜师学艺，
师从宁海知名雕刻师葛启友、徐富
兴。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双手这辈子
要和木头打一辈子交道了。”回忆起往

事，叶锡堂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凭着对雕刻艺术的热爱，仅用了

4年时间，叶锡堂就全面掌握了木工、
雕刻、油漆、绘画等技艺，“青年鲁班”
的名头越来越响。

近60年来，叶锡堂几乎每天都全
身心投入到根雕事业中，案头灯光常

亮至凌晨，遇到灵感迸发时，甚至能连
续雕琢十余个小时。家里木料堆得比
家具还多，有些根材十分昂贵，妻子却
从不拦着：“该买就买，你的手艺值这
个价。”

叶锡堂工作起来常常忘了时间，
妻子总担心他的身体，半夜起来催他
歇会儿：“老叶，该给刻刀放个假了。”
话没说完，就看见叶锡堂的眼睛依旧
盯着木料：“再磨两笔就睡。”对叶锡堂

而言，雕刻是工作、是热爱、是守护、是传
承。他说：“这辈子我只想做好这一件事。”

一件根雕作品，从创作到成品，少则
几天，多则几年。说起自己的作品，叶锡
堂如数家珍，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他
精心雕琢的《嫦娥奔月》《啊！我好困》等
形态逼真的根雕作品，曾在国家和省、市
级大展中荣获金、银奖20余次，其中金丝
楠木根雕《人间弥勒》被宁波市天一阁博
物馆永久收藏。

木中寻道：一生择一事

根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瑰宝，
以树根为主要创作材料，通过匠心独运
的构思立意、精湛的艺术加工及巧妙
的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
等艺术作品。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
时代，先民以树根制木像、饰品；战国
时期《辟邪》《角形器》等作品的问世，
标志着根雕艺术逐步走向了成熟。汉
晋时期根雕技艺日趋成熟，人物、花鸟

等题材涌现；隋唐受贵族、士大夫、文人
青睐，崇尚自然美；宋元时期宫廷民间
并盛；明清达至鼎盛，流派纷呈，精品迭
出。根雕历经数千年演进，终成融合自
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的独特艺术。

谈及根雕艺术的独特魅力，叶锡
堂眼里闪着亮光：“根雕讲究‘三分人
工，七分天成’，保留自然美，挖掘内在
美，从而‘变废为宝’。”在他看来，根雕

最精妙之处在于捕捉常人难以察觉的
“形”，当一个树根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
时候，一件根雕作品就已经完成了一半。

叶锡堂独具慧眼，即便是看似毫不起
眼的根材，经过他的匠心巧思，也能蜕变
为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完美诠释“化腐
朽为神奇”的艺术真谛。“根雕艺术贵在工
艺，朽木亦可雕琢。当时我看到这段白花
檵木，觉得它的造型非常像凤凰，稍加打
磨，再经过去皮等工序，凤凰的形态就跃
然眼前了。”叶锡堂指着作品《丹凤朝阳》
告诉我们，言语间透着几分自豪。

定型构思是根雕艺术创作的关键环
节。在雕刻前，叶锡堂会全方位观察根
材，依循材质本身的形态特征进行艺术
塑造，通过充分的艺术构思和加工，创作
出具有独特美感的作品。“根雕是减法，
每一刀下去都不可逆，下刀前要成竹在
胸。”谈及创作，叶锡堂一边说着，一边手
持刻刀，对着一块木根比划着。刀锋起
落处，木屑簌簌而落，原本狰狞的树瘤渐
渐显出“渔翁”的大致轮廓——几十年光
阴沉淀的功力，让他能读懂每块木头的

“骨相”。

咫尺匠心：朽木化神奇

根雕艺术家：朽木生花处 匠心刻春秋

记者 王艺璇 鲍骀科 王家耀 严梓宁

初夏的晨光斜斜漫入叶锡堂的工作室，在这
五十余平方米的空间里，近200把刻刀错落有致
地摆放在工作台上，形态各异的树根或倚墙而立，
或随地而放，崖柏的沧桑、黄杨的温润、杜鹃根的
虬劲，木香氤氲，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在这一方艺术天地，75岁的叶锡堂正俯身于
斑驳的工作台前，布满茧纹的双手稳稳握着刻刀，
游走在根料上发出“沙沙”声。木屑随着呼吸微微
颤动，丝毫未扰叶锡堂鹰隼般专注的目光。当刀
锋划过某个特殊纹理时，他会突然停驻，将木材举
至窗前细细端详，仿佛在与树根对话。

在叶锡堂身旁，随处可见精美绝伦的根雕作
品，既有虬劲盘结的微缩景致，又有衣袂翩跹的人
物造像，个个惟妙惟肖。“这些不过是几十年来攒
下的零头。”叶锡堂笑着说道。

2023 年，叶锡堂被评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
师。这是授予工艺美术创作者的省内最高荣誉称
号，是工艺美术行业极具含金量的一项荣誉。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邢昊
臻 通讯员 夏松杰 郑行娜）近
日，萧王庙街道联合辖区派出所走
进萧王庙中心小学、萧王庙中心幼
儿园开展安全教育讲座。

课堂上，宣讲员从什么是校园

欺凌、如何抵制校园欺凌、实施校园
欺凌者应承担的后果等方面向学生
详细讲解了抵制校园欺凌的相关法
律知识。同时，还教育学生珍爱生
命、预防溺水，注意暑期安全防护，
杜绝悲剧发生。

萧王庙街道开展校园安全教育讲座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 沈晓
萍 通讯员 邬利吉）6月 8日下
午，“中山商场”杯“工惠有你”奉化
区职工趣味运动会走进区广告行业
工会联合会，吸引相关单位的14支
队伍、150余名职工参与。

此次运动会设置了多个趣味十
足的比赛项目，包括“百步穿杨”飞
镖、“前赴后继”人体蜈蚣接力、“一
圈到底”呼啦圈接力、“公鸡下蛋”抖
乒乓球等，既考验个人身体素质，又
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与配合。

区职工趣味运动会走进区广告行业工会

本报讯（记者 徐琼 虞金
辉 通讯员 王婷婷）今年 6月是
第 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进
一步提升“小教员”队伍专业授课能
力，强化企业高空作业安全理论知
识普及，近日，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开
展“小教员”企业高空作业安全专题

培训。
围绕高空作业安全法规标准、

风险辨识等内容，专家为“小教员”
开展针对性授课，结合典型事故案
例剖析教学难点，传授理论讲解与
案例结合的授课技巧，帮助“小教
员”精准把握知识重点与教学方法。

企业高空作业安全培训举行

本报讯（记者 沈晓萍 王
林威 通讯员 乌雯雯）昨天上
午，记者来到区文化馆 1986 展
厅，“游于艺”中小学生“诗书画
印”优秀作品展正在此地展出。
不少市民在得知创作者是中小学
生时纷纷惊叹“技艺了得”，也有
不少人欣慰于“老祖宗传下来的
技艺有了继承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当古老哲思融入少年笔
触，传统文化便有了鲜活注脚。

“‘诗书画印’一体自宋代以来已

成为中国画的标准范式，深深烙入
华夏民族的审美基因，也是我们正
在探索的特色美育项目。”区教育局
教研室美术书法教研员杨州美向记
者介绍，“游于艺”中小学生“诗书画
印”优秀作品展精选60件中小学生
佳作，已吸引一万多人次参观。此
次展览自 5月 26日开始，至 6月 13
日结束。

据悉，2021年，区“美术书法融
合教学”团队开始打造“诗书画印”
美育课程，以传统文化经典为蓝本，
设计了“审美五浸润”的教学体系，

提出了传承中浸润、生活中浸润、主
题中浸润、形式中浸润、展示中浸
润，引导学生将诗词意境、书法笔
意、绘画构图与篆刻章法融合，感受
传统艺术魅力。

经过 5年推广，“诗书画印”美
育课程已在我区 20余所中小学落
地生根，催生出20多个学生社团和
校园书画展、艺术节等多个传统艺
术活动、项目。

今年区教育局特地举办“游于
艺”中小学生“诗书画印”专题展
览。展览为“双线巡展”模式。4月

14日至26日，“美育浸润学校站”活
动在西坞中学举行，《中国美术教
育》主编崔卫表示：活动打破传统美
育边界，让诗书画印在实践中焕发
新生机。5月26日至6月13日，“美
育浸润社会站”在区文化馆开展，搭
建起面向公众的传统文化交流平
台，推动美育从校园到社会的深度
渗透。展出作品从数百件投稿中遴
选而出，创作者从 8 岁到 18 岁不
等。作品中既有传统文化之神韵又
融入了学生自身理解和现代创意，
使“诗书画印”绽放出不同光彩。

我区打造“诗书画印”美育课程
5年推广，在20余所中小学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