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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敏明

推磨，拉车，耕田，织布，放牛，
划船，读书，弹琴，车水，采桑，放风
筝，抬轿，锯板⋯⋯这些充满诗情画意
的乡村田园生活和劳动的场景，在旧时
宁海的民间艺术品“白木小件”中都有
充分的展示。

“白木小件”是宁海独特的传统民
间艺术品，据 《宁海县志》 记载，已经
有 300 多年的历史传承。位于美国纽约
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至今珍藏着 40 余
件来自宁海的“白木小件”。“盛世收
藏”，近一二十年来文物纷纷回流祖
国，其中就有宁海的“白木小件”。宁
海“白木小件”国内存世量不多，回流
颇多，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当年
宁海“白木小件”主要是供出口的，在
国外有一定的存量。今年 5 月，甬上收
藏家何晓道在美国洛杉矶古玩店淘到一
组“白木小件”，共 26 件，原盒包装，
包装盒注明出口日期为 1931 年。

相传，清嘉庆年间，上海的码头总
停靠着很多五颜六色的外国轮船，许多
国内的小商小贩在码头向外国人兜售小
工艺品，以维持生计。其中，一个宁海
茶山的雕花人，出售他用家乡茶山上的
白茶树为原料，雕刻出来一些高不过三
寸的小人物、小动物、小器物等，由于
样子讨巧、可爱，深得外国船员的喜
欢，他们纷纷购买带回国，作为礼物。
据说，这就是宁海“白木小件”的起
源。

当年宁海茶山的“白木小件”雕花
人只留下故事，没有留下名字。根据宁
海文史资料记载，到了清晚期县城春浪
桥有一叫“华氏兄弟”的作坊，他们雕
制的“白木小件”曾一度远销南洋；民
国时，县城商人顾鸿章赴南洋做“白木
小件”等手工艺品生意，赚得盆满钵
满，还资助了同盟会闹革命，后回家以
一万元大洋建造了顾家大院。曾经的

“白木小件”在当年名声显赫一时。
当代“白木小件”的传承不得不说

徐永水先生。徐永水是宁海“白木小
件”的第四代传人，为人儒雅，有长者
风范。他 1937 年出生，18 岁跟老艺人
王大外学习“白木小件”制作。1954
年，徐永水参加了宁海手工业合作社，
当时“白木小件”被上海的外贸公司列
为出口产品。上世纪 60 年代后，“白木
小件”退出了市场，徐永水也因此改
行，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白木小
件”未曾从徐永水心中消失。2010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徐永水再一次拿起刻刀，创作出一批“白木小件”
作品，让世人惊艳。这门濒临失传的手艺，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宁海“白木小件”作为民间艺术品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趣味和风
格。这艺术趣味和风格，在中国的雕刻作品中，是非常另类的一个品
种。

“白木小件”采用直线条的雕刻技法，作品高不过三寸，都是小
玩偶。工匠刀法洗练，不多一分，能省略则省略。表现人物风格写
意：有头无发，有面无耳，嘴上一点红，眼睛一条线，卡通感极强。

但单靠极简洁的人物塑造，“白木小件”就会显得单薄，艺术感
染力不强。“白木小件”能吸人眼球还得依靠整体的场景感，而且是
一组又一组的，组成了人们生活和劳动的欢乐场景。比如“农家
乐”：有耕田，织布，车水，放风筝，钓鱼等，观之让人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

“白木小件”还有个明显区别于其他传统民间艺术品的地方，就
是题材的表现。传统民间艺术题材，大多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人轶事、传说故事等。“白木小件”题材局限于乡村田园生活和劳
动场景。

“白木小件”不上漆，能保持原汁原味的木质肌理，有超前的现
代环保意识，得益于其制作原材料白茶树。宁海茶山，又称盖苍山，
是宁海东部最高的山脉，其主峰海拔 872.6 米，此山面海，雾重，温
度、湿度适宜生长白茶树。白茶树树质细腻，结实有韧性，光洁度
好，宜入刀，跟黄花梨木适宜制作文人家具，紫檀木适宜雕龙刻凤制
作宫廷家具一个道理，白茶树木是制作小物件的天赐良材，也正是白
茶树孕育出“白木小件”的艺术生命。

方寸之间，尽显生活。如何把平凡的事情做得有趣味且生动起
来，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需要有一种高级的审美。宁海“白
木小件”充满着童真、童趣，践行着对简约美好生活的追求。

图片均为 1931年出口的宁海“白木小件”。2024年 5月购于美国
洛杉矶古董店。 （应敏明 摄）

宁波是汪平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怀
着一腔热忱，乡土情怀一直深深镌刻在汪
平的心里。

在鄞县广播站工作时，汪平除了日常
的广播工作，常常还需要到乡村演出。宣
传小分队开着车，一天要跑两三个公社，
到了一个地方，卡车的栏杆放下来就成了
简易舞台，汪平不光负责报幕，还要拉琴
演唱。虽不计报酬，汪平仍然乐在其中，
最终把鄞县跑了个遍。

去年，宁波社科院和宁波广电集团开
录“宁波话有声词库”，负责这项工程的
宁波广电集团音乐广播副总监、主任播
音、编辑张睿打听到汪平曾经是方言播音
员，还写过宁波话童谣，于是想邀请汪平
负责宁波话的片段。汪平没多想就答应
了，他和宁波广电集团的普通话播音员一
起，每周互相挤时间录音，一次录音就是
几个小时。讲宁波话是汪平日常最快乐的
事情之一，以至于录制期间他经常和另一
个播音员笑场，如此不“专业”的举动

竟是因为品味宁波话的独到之处。
提到宁波话，甬剧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如今汪平每周在社区给学员们上一堂甬剧
唱腔教唱课。有的节假日，汪平会去慈城周
信芳戏剧艺术馆主持并表演戏曲。前段时
间结束的宁波市戏曲小品大赛中，汪平参
与了由鄞州曲协主席李佩菁导演的甬剧小
戏《我在梨花树下等你》，这是他第一次承
接整部戏的唱腔设计和音乐作曲。

这部甬剧小戏源于东钱湖利民村的
“网红”梨花树，讲述了曾经相爱的两人
再次相逢于梨花树的故事。作品时长要求
15 分钟以内，三天内汪平完成创作，排
练时第一稿卡得正好，但是表演时演员抒
发情绪后，音乐超时了。为此，汪平深夜
再剪辑，一秒一秒地计算时间，改了五六
稿。每次汪平改完，还要联系演奏的老师
重新录制，双方经常通话一两个小时，讨
论如何调整音乐。付出终有回报，《我在
梨花树下等你》 反响不错，还将参加省里
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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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平 有趣的“白木小件”

一笔一墨一世界，一词一曲一人生，年近古稀的汪平是甬
城艺术界的多面手。无论书法、绘画，还是音乐、戏剧，跨界
多变的艺术形式对汪平来说游刃有余。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在
热爱和不懈努力的推动下，一直行走在艺术路上，艺术也早已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福泉山，现在是热闹的风景区，1976
年，那里还叫福泉山农场，当时上山下乡
运动正值尾声。在家排行老小的汪平彼时
尚不满二十岁，偶然间被一本反映知青的
书吸引，“去最艰苦的地方”，汪平一边想
着一边去报名，最终成为东钱湖福泉山农
场的一名普通劳动者。种田砍柴、开山制
茶，瘦小的汪平把各种苦活做了个遍，闲
暇之余，也没落下口琴、二胡和书画，还
喜欢找个地方俯瞰东钱湖。

有一天，一个同事拿着自己写的《农场之
歌》找到汪平，邀请他简单作个曲。没有系统
性学过乐理的汪平，靠着抄乐谱摸索。虽然旋
律一直萦绕耳畔，但是把简谱记下来费了汪
平不少时间，每一段都要反复哼唱校对，一遍
遍地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同事们都觉得汪
平的曲子朗朗上口，鼓励他去投稿。

抱着扎根农村的想法，汪平仿照“聂耳”

的风格，给自己取了艺名“磊石”，并且试着
把乐谱寄给宁波市群艺馆。一连投了不少歌
曲，都杳无音信。汪平原以为不被认可，然而
放假回家后等到了好消息——署名“磊石”
的作品发表在群艺馆。后来汪平才知道，因
为种种原因，很多回信通知积压在农场的传
达室。尽管心里充满被认可的喜悦，汪平依
旧没有选择艺术道路，反倒在家乡的姜山食
品站兢兢业业地工作。

有一次，鄞县广播站要录一组本县业余
作者创作的歌曲，汪平作为重点作者受邀去
现场。录制结束后，资深播音员林枫喊汪
平随意读了一篇报载小文，汪平一气呵
成。这一读，让汪平成为鄞县广播站心仪
的人选。面试时虽然出现了一些瑕疵，最
终他依靠过人的能力成为鄞县广播站第一
代男播音员，他把原名“汪持平”去掉中
间一字，取了个播音名——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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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广播节目办好办活，汪平一心
扑在工作上，一度因劳累过度，右眼几乎失
明。身在医院，心系工作，尽管尚未完全康
复，三个月后汪平便重返岗位，并开拓了许
多新的编播领域。

20 世纪 70 年代末，汪平创办了一档新
的节目《你喜爱的歌》，为听众带去新潮的
流行音乐。当时还没有碟片、U 盘，汪平经
常联系新华书店和音像商店，第一时间购
置新出的磁带。听众们不只是喜欢听，也喜
欢唱，但苦于拿不到曲谱和歌词。汪平发挥
自己的特长，把歌曲一首一首记录下来。没
有电脑、打印机的年代里，汪平用钢板蜡纸
刻写，再把歌曲油印出来，一页页装订好，
然后到邮局给油印册子贴上 8 分钱的邮
票，一本本寄出去。第一期册子寄出后，听

众的来信像雪片似的飞来，《你喜爱的歌》
这档节目也红了，一年 12 期的歌曲本成为
很多听众的流行音乐启蒙。

2009 年，鄞州电视台制作《话说鄞州》
电视专题片，汪平担任配乐工作。20 集专
题片，只有 14 天时间制作音乐。汪平不仅
需要为背景音乐找素材，还要创作片头曲
和片尾曲，有些部分得请歌手录唱。而且当
时很多音效素材，网上找不到下载的资源。
有时候为了两三秒的音效，汪平需要花费
一两个小时。比如画面里的划船镜头，汪平
就用土办法——他端来一脸盆水，一手拿
木头做成的小桨板在水里假装划船，另一
只手提着录音机收音。或许是得益于当年
知青生活的锻炼，汪平每天工作 20个小时，
一直扛到专题片完成，最终顺利交出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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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平 不 仅 在 音 乐 创 作 上 得 心 应
手 ， 跨 界 到 书 画 领 域 也 颇 有 建 树 。
汪平的书画作品，如同他创作的旋
律一般，充满了生命力与情感的流
动。小时候，为了买一张铅画纸，
汪平和同样爱好美术的小伙伴经常

从姜山镇走到宁波市区，一来一回
30 公里。汪平记得很清楚，铅画纸
2 角 4 分一张，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卷

起来搁肩上带回家。
几年前，甬剧领军人物王锦文

受邀，搭档香港演员一起主持文化
活动。为了在舞台上有更好的整体呈

现，王锦文请汪平为定制的蓝色旗袍
点缀一番，使之更具传统意象。汪平

买回所需的丙烯颜料后，发现需要十几
遍才能画出一条线。为此他整整花了 8 个
小时才把一朵莲花画到衣服的左肩位置。
最终王锦文的主持圆满成功，这件经汪平

绘制的旗袍同样成为全场的焦点。
“ 一 滴 澹 墨 半 寸 毫 ， 情 稠 石 砚 寄 书

涛”，这是汪平四十余年练习书法的心
得。书法创作中，汪平在材料选择上不拘
一格，尝试过不同质感的报纸、墙纸、手
纸、包装纸甚至厨房湿巾。他还用牛奶、
咖啡等给纸张染色，发现书写过程中的奇
特效果。从 2022 年开始，汪平为宁波市
戏剧家协会书写会员证，圆润俊逸、遒劲
有力的字体，为证书增添了艺术的色彩。

书法与绘画，戏剧与音乐，组成了汪
平的艺术人生。这段艺术旅程，有动有
静，动静结合。汪平的艺术人生，就像他
的作品一样，充满了变化与和谐。他在动
静之间找到了平衡，用艺术来表达生活，
用生活来丰富艺术。他的作品，是对生活
和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表达，展现了一
个艺术家的才华和情感，也给人们带来了
美的享受和心灵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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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路
汪平

国画《石竹水仙》

书法《四明三岛》

国画《清风拂荷》

扇面《夏日菡萏》

龚旭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