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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

樟木散发着淡
淡的清香，保留原木
天然纹理色泽，几十
种粗细不同的刀笔，
在 手 中 转 换 自 如
……在江北区文教
街道，有一位擅长独
木圆雕的工艺美术
大 师—— 胡 建 能。
数十年来，他以独木
为纸、雕刀为笔，全
身心投入独木圆雕
的设计创作，从民间
草根工匠一步步成
为远近闻名的浙江
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作品屡获国家、省、
市大奖。2018 年，
他被宁波市政府认
定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独木圆雕）传承
人。

而这几个月来，
胡建能正忙着创作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周年的作
品《龙腾中华》，准备
参展第十二届中国
（浙江）工艺美术精
品博览会。在先睹
为快的同时，记者也
走进了他与木雕结
缘的艺术人生。

1958年出生的胡建能老家在
宁海，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木雕巧
匠。家里许多同辈的孩子都尝试过
学习这门手艺，但只有胡建能，其幼
时做活的架势被长辈们认为是可造
之材。8岁起，他就开始跟着爷爷
学圆雕工艺，15岁时，就独立完成
了古木床。

成年后的胡建能不仅走南闯北
讨生活、学手艺，还十分注重自我提
升。他订阅了全国发行的美术期
刊，既开阔眼界、培养“美商”，又学
习专业的美术知识与技艺。虽然彼
时的他身处小县城，但这样的探索
精神却为今后他走向更大的舞台奠
定了基础。

1980年，胡建能以其木雕作品
《放牧间隙》，参加了全国第二届青
年美术展，并得到了时任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席江丰和中国美术馆馆长
刘开渠的赞赏，称他“牛刻得极好”。

在胡建能的工作室，记者看到
了微缩版的《放牧间隙》。一只老黄
牛匍匐在地上休息，旁边坐着一个
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她面前摊着书，
手中拿着笔，学得十分认真。

这看似普通的场景再现，却满
是胡建能的巧思。那时，高考刚恢
复不久，全国上下掀起学习热潮，即
便在乡间田野，也可见努力学习的
青年。而以小女孩作为主角，更显
示女性地位的提高，她们拥有同等
受教育的权利。

没有对乡村生活细致入微的观
察，就无法雕刻出活灵活现的老黄
牛，展现田园牧歌的浪漫情怀；没有
对时代背景的思考与把握，就无法
融入极具特色的年代元素，彰显农
村青年响应新时代号召发奋学习、
积极进取的精神。

“传统的技艺，还要融入创新的
思维，不能一味‘啃老’。”在胡建能
的心中，雕刻不仅仅传承老底子工
艺，还要勇于创新，用作品讲述“光
阴的故事”。

胡建能的作品《放牧间隙》微缩版。

醉心木雕的同时，胡建能还是
《红楼梦》的爱好者。他一直思索着
进一步打磨自身技艺，将红楼人物
雕刻出来，而机遇也随之到来。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走出国
门、融入世界成为大势所趋。1985
年，胡建能受浙江省家具公司委派，
赴加拿大设计并雕刻中西式家具。

在加拿大的两年时间里，胡建
能不断吸取西洋技法之精华，并在
闲暇时间构思《红楼梦》中的人物。
他花了两年时间，绘就了100多个
红楼主要人物图稿，每个人物的造
型、表情、服饰、动态等，都是根据原
版《红楼梦》书籍中对每个人物的描
述和插图来定型的。为了让人物形
象更传神，他一遍遍研读原著，力求
将每个人物表现到位。记者翻阅这
本厚厚的手稿，虽均是铅笔所绘，但
通过发型、配饰、动作等细节表现，
人物的身份与个性跃然纸上。

胡建能回国后，于1990年创办
了宁波市江北华能工艺厂，靠经营
所得保障家用和创作经费。2002
年，工厂走入正轨后，他正式开始着
手雕刻红楼人物。

与其他雕刻手法不同的是，圆
雕讲究立体地表现人物，观赏者可
以从不同角度看到人物不同的方
面，这就要求雕刻者从前、后、左、右
等不同维度进行雕刻。胡建能平均
每天雕刻8个小时左右，因雕刻难
度大，要完成一个1.5米高的作品初
坯，一般要1个多月时间。从2003
年起至今，胡建能总共雕刻了100
多位红楼人物。

在他的工作室内，记者见到了
部分作品初坯。红楼人物的嬉笑怒
骂、贪嗔痴怨，似乎都在刀刻斧凿间
被倾注进了这些木坯人偶中，令人
啧啧称奇。

这些日子，胡建能一心扑在献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作品
《龙腾中华》上，准备参展第十二届中
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目
前作品的雕刻部分已全部完成。

记者看到，在作品的主体部分，
一条龙盘踞在长城之上，龙鳞、龙
须、龙爪栩栩如生。

“万里长城代表着中华，我们中
国人是龙的传人，今年又是龙年，寓
意中华民族有龙的庇佑，也有龙的
精神，在华夏大地上绵延不绝，生生
不息。”胡建能告诉记者，将主体部
分放置到底座上后，整个作品总的
高度刚好是1.949米，以纪念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谈及最大的心愿，胡建能表示，
圆雕工艺是雕刻中比较普遍的传统
工艺，但如今却面临着鲜有人传承
的窘境。“传承非遗技艺要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初心。”他期待能有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人关注圆雕、了解圆
雕，投身到传承这项非遗技艺当中，
并将其发扬光大。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林璟汝 文/摄

▲ 胡建能雕刻的
红楼人物作品初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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