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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摆渡人”

原料散落满地，竹根雕作品随处可见。朱利勇坐在小竹椅上，双腿夹着一截原
料，手握工具，专心凿刻。那全神贯注的样子，让人觉得那并不是粗糙的竹根，而是
一个富有生命的活体……

在江北区外滩街道新马路文化街区内的青山竹木文化馆，沿街的小房间是朱
利勇的创作室，透过小窗望进去，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朱利勇，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雕刻艺术大师、竹根雕非遗传承人，是
中国民间竹根雕行业“领军人”之一。

从一根竹子倒地，结束一段生
命，到在刻刀下涅槃重生，朱利勇就
是这样的手艺“摆渡人”。

小时候，喜欢绘画的朱利勇常
用灶头烧剩的木炭临摹旧画。因为
有这份画画的底子，1981年，17岁
的他当了一名木雕学徒。

朱利勇上手很快。两年学徒期
结束后，1983年他正式出师，开始
用自己的手艺挣钱。因为手艺精
湛，在当地逐渐崭露头角，成了有
名的雕刻师傅。同时，掌握了木雕
技艺后，朱利勇开始转向竹根雕
创作。

上世纪80年代起，象山竹根雕
产品走出国门，象山也因此成为国
内最大的竹根雕生产区域之一。朱
利勇说，像他这样的手艺人遇到了
好时候，“我比较勤快，每天能做12
个小时，一个月差不多能赚500元。
鼎盛时期，象山从事竹根雕的有四
五百人，竹根雕工艺美术厂达到30

多家。”朱利勇也在这个时期攒下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9年，朱利勇创办了象山西
湖港雕刻厂，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但
当时的市场并不稳定，同行间不正
当竞争时有发生，不少竹根雕企业
陆续倒闭或转产，朱利勇也没能躲
过。1994年，因经营不善，他关闭了
厂房，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沉寂半年后，1995年，朱利勇
加入了德和根艺美术馆。他一边沉
下心搞生产，一边思考自己未来要
走的道路。在他看来，竹不单单是他
用以创作的材料，更代表一种品质，
生而有节、宁折不弯。1998年，朱利
勇重新注册了工作室，又开始带徒
弟。虽然当时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少，
但他仍然选择了坚持。

如今回头看这段经历，朱利勇
觉得尤为珍贵，“大规模量上的生
产，最终引起质变，为我后来能形成
自己的雕刻风格奠定了基础。”

手艺“摆渡人”，经历起伏却一直坚持

一件竹根雕作品，从选材、设计
到制作成品，历经数十道工序，仅一
刀一竹陪伴。创作过程中的寂寞，鲜
为人知。

朱利勇说，做好一件根雕不难，
难的是如何通过表情、眼神、形态的
刻画反映人物性格，赋予作品灵魂，

“比如一件作品，你能透过这个人物
的眼神、形态，感应到远处有人正徒
步而来，清风拂面，无声胜有声。这
是竹根雕的最高境界。”

为了获得生活体验，创作出好
的作品，朱利勇几乎到了“疯狂”的
状态，不仅研究各种人物的神态，为
了捕捉失去亲人的人们面部的表
情，他甚至去了殡仪馆。在创作中，
他同样呈现“痴迷”的状态，“六亲不
认”是常事，创作过程中他不允许被
任何人打扰。零下2℃的半夜，突然
来了灵感，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工作
室，把脑海中的想象付诸实践。也因
此，在妻子的描述中，朱利勇是“神
经质”的。

就是在日复一日的观察和雕刻

中，朱利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
风格。

在一组反映辛亥革命前夕社会
各阶层人物形象的竹根雕作品中，
晚清一品大员眉头紧锁；看到留洋
归国的儿子，地主撑起腰神气十足；
帮会头目正琢磨着如何发财；小混混
趁机想捞些油水。以卡通艺术手法，
利用极有限的竹根原料，朱利勇巧妙
刻画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在《磨剪子》中，走街串巷的民
间磨剪人，单手架着一条板凳，搭着
毛巾，歪着脑袋，大声吆喝着。这是
朱利勇专门到小巷蹲点，亲眼观察、
反复构思后创作的作品。

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朱利勇
留下不少经典作品，也获得了不少
有分量的奖项。如《鼓乐小虎队》获
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百花奖”，
《引福归堂》获中国第三届民间工艺
品博览会金奖，《二泉映月》获中国
第十一届根艺石艺精品展（刘开渠
根艺奖）金奖，《悠悠茶韵》获中国木
雕（竹编）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

妻子眼中的根雕大师，是“神经质”的

朱利勇的儿子朱峰从大学开始
学习雕刻，在朱峰眼里，父亲的手艺
必须在他手中传承下去，“传承，传
的是技艺，承的是使命和责任。”朱
峰沿着父亲的足迹一步步学习，进
入大学后，正逢网络时代风起云涌，
让传统手艺人有点跟不上，朱峰也
帮着父亲在网上吆喝生意。贴吧、淘
宝、微信，但凡可以运用到的网络资
源，他都用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
果。“天南地北的竹根雕爱好者通过
网络聚集到一起，不仅交流市场情
况，也会分享竹根雕创作。”朱峰想
着，未来更多地借助网络，去普及竹
根雕这门艺术，让更多年轻人知晓。

时常，在青山竹木文化馆，朱利
勇就坐在沿路边的窗口，开始他的
工作。灯光下，簌簌落下的竹片碎
屑，是时间流转的见证，也是手艺人

的独白。目前，青山竹木文化馆正在
展出朱利勇的100多件竹根雕作
品。“文化馆免费开放，欢迎大家来
了解竹根雕，将这门民间艺术发扬
光大。”他说。

作为结对江北区外滩街道新马
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朱峰最近也很
忙，他时不时往社区里“扎”。围绕新
马路文化街区的厚重记忆，依托他
自身的竹根雕技艺专长，朱峰的想
法是将两者更好地融合起来，“比如
创作一些与外滩文化相关的竹根
雕，以此推动新马路文化街区的文
化传承与创新。”

每有闲暇，朱峰就会看书、琢磨
雕刻。他认为，父亲经过了40年的
沉淀，才能游刃于竹根间，“而对我
来说，还只是开始！”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柳夏薇 文/摄

儿子接过他的“旗帜”，说是使命和责任

竹根在他的刻刀下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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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竹木文化馆，朱利勇创作中。

朱利勇竹根雕作品《松下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