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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手巧练成雕刻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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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在无锡最南边的湖湾间，散落着不少老建筑，建
筑内常常能看到不少新老碑刻，有文字也
有各式纹样或图案。这种重现“记
忆”的手工雕刻艺术，镌刻下丰
富的历史资料，更映照着城
市乡村的未来。土生土长
的南泉人王勇良是为数
不多的还在坚守的碑刻
匠人，他用手中的刻刀
默默传承和弘扬着当地
的历史文化。

口述：王勇良 整理：晚报记者 潘凡

一把刻刀重现一把刻刀重现““记忆记忆””、、记录当下记录当下

1962年，我出生于南泉西街头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四兄弟中最小
的一个。因为自幼家境贫困，初中没
毕业我就开始学手艺，像木工、瓦工、
雕刻等很多工匠活儿我都做过，但最
喜欢的还是雕刻。

说起雕刻，就不得不说我的启蒙
老师周子清了。在我上小学三四年
级的时候，周老师又教图画、又教唱
歌，还会一点设计，现在看来也是个

“文艺青年”。记忆中的周老师个头
很高，浓眉大眼，一脸胡子，因为经常

抽烟，牙齿熏得黑不溜秋，右手中指
与食指也焦黄锃亮。下课后我经常
去老师办公室玩。一天周老师的卷
烟机坏了，我觉得自己能修好，于是
带回家修理，还仿制了一台。其实，
我在家跟着大哥学木匠已掌握了些
皮毛，仿制一台卷烟机并不难。

那时候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
论”，没人愿意听老师讲课。周老师
见我心灵手巧、脑子活络，就教我学
习简单的钢板刻字、塑料模板之类
的，告诉我学好了今后就是个吃饭行

当。我很感兴趣，一直到初中，每个
星期天都会去周老师那学手艺。

初中毕业后，我的手艺已经很娴
熟了，周老师便把我介绍给了乡办厂
——南泉工艺烫金厂，从此我正式成
了一名技术工人。要知道，那时候进
厂相当不容易，我永远忘不了周老师
对我的栽培。同龄人进厂都要从学徒
做起，工钱一天5毛9，我一进厂领的
就是师傅级别的工钱，一天有1块2。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我就自己琢磨
着做钢模雕刻。有一次厂里的钢模坏

了，我拿出自己做的一试，跟原先的基
本看不出差别。自此以后，厂里的钢
模都被我承包下来手工制作。

20世纪90年代初，个体户火了，
我辞去厂里的工作，在南泉农贸市场
租了一间门面，开了一爿书画店，赚到
了“第一桶金”。两三年后，镇上一些
有钱人家陆续造起了别墅，那时装潢
流行用玻璃吊顶。在玻璃上雕花刻鸟
不正是我的拿手好戏吗？于是我开办
了一家工艺玻璃雕刻加工厂，业务范
围逐渐拓展到东 、华庄、新安等地。

开店这些年里，我结识了不少
本地文化艺术界的人士，他们总爱
到我店里喝喝茶、聊聊天。时间一
久，我索性将位于兴隆桥堍的一间
房子改造成了以艺会友、展示藏品
的文化艺术馆。2016年9月，“陶泥
浜文化艺术馆”的牌匾挂了起来，这
里也正式成为地方文艺爱好者的活
动阵地。我一面对外承接书画装
裱、镜框制作等业务，一面发挥自己
的专长，在石头、木板、旧家具上雕
刻一些图案、诗文，供前来的乡亲朋
友欣赏。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到了一本民
国版《无锡开化乡志》，作者正是我的
先祖王抱承，从此翻开了我人生的崭
新一页。我发现书中收录了秦励、邵
宝等诸多乡贤名士所作的描写地方

山川景物的诗词数十首，不由萌发了
将这些地域特色文化与传统手工工
艺相结合的念头。于是，我请好友、
书法家鲍育根把这些古诗分别写在
木板、竹片上，我再雕刻上色，艺术效
果相当不错。

有了这“小试牛刀”的成功，我又
将目光瞄向了砖雕。因为木雕、竹雕
效果虽好，却无法做成拓片。于是，
我买来一块块方砖，开始尝试砖雕。

老青砖买回来，要先用清水浸
泡，再将表面打磨平整，晾干后用淡
墨渗透充分，最后涂上一层清漆。这
些步骤处理好了才能开始雕刻，将要
刻的内容复印在薄纸上贴牢砖面，先
粗刻、再细刻，最后调整笔锋。在砖
上刻字可比在木板、竹片上难多了，
稍不留神刻错了就没法修改。要想

达到与书法作品相同的效果，就很考
验对书法艺术的理解，需要表现出不
同字体、不同笔画的轻重顿挫等细
节；特别是在修复一些古碑时，很多
字已经缺失或是磨损不清，更需要对
书法有深刻的认知才能还原韵味。
一般刻完一块砖需要三到五天，一把
刻刀用两个月就得换新了，我都记不
清换了多少把刻刀。

这些年来，我不断收集地方人文
历史资料，从小处入手，用刻刀重现

“记忆”，也记录当下。一句话、一首
诗、一篇家训、一段历史……慢慢地，
我的作品越来越多，还参与了不少风
景名胜、名人故居等地的雕刻活儿。
南泉老街上“开化方泉”后面那块刻
序石碑是我在2000年雕刻的，雪浪
山蒋子阁里36个不同字体的“龙”字

也都出自我之手。
要说花费时间最长的作品，就是

受长泰禅寺委托雕刻的苏东坡书法
作品《金刚经》，全文6000多字，我刻
了3年。最难的作品要数 嶂古道入
口处的那块李纲碑。原来的老碑历
经800多年风霜字迹模糊、缺损，只
能按照一张拓片重新雕刻，相当于还
要二次创作。采购人员将青石错买
成花岗岩，这又加大了雕刻难度，我
只好买来金刚石磨头先开槽破皮，再
用小刻刀把笔锋刻出来，刻完相当不
容易，不过最后效果还不错。

从一开始的随便玩玩，到现在完
成这么多件作品，并得到很多人的肯
定和赞赏，我感到十分欣慰。每刻完
一块砖，我就觉得自己往前跨越了一
大步。

悠久的历史文脉，浓郁的艺术气
息，是南泉这块土地的根基，我们的
成长也离不开这块土地人文历史的
滋润。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对这片土
地的了解越来越深，我内心深处的

“乡土文化”情结就愈发浓烈。
在有些人看来，雕刻是件费时

费力还要“倒贴”的傻事，但我却沉
醉其中、乐此不疲。因为碑刻是文
学、书法、纹饰、雕刻等多种艺术的
结晶，这种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是
极其重要且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
展示和赞美本土文化的重要窗口。
我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将先贤们的
优美诗篇、优秀事迹、历史文献等内
容雕刻出来并妥善保存，可以让更
多的人特别是孩子们来学习、欣赏，
从而将这些宝贵的地方文化一代一
代地传承下去，更好地守护好这方
独特的山水文脉。

现在，“陶泥浜文化艺术馆”里
的诗、书、画及砖雕作品越来越多，
还办过好几次地方文化艺术展。更
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小小的文化艺
术馆将教师、学生、老板、工人、农
民、厨师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
聚集到了一起，成为大家切磋交流
的地方。这几年，我还和雪浪街道、
附近中小学校合作，把这里打造成
了中小学生的课外教育基地。每次
有孩子们来，我带着他们一起体验
碑刻、拓印等传统技艺，让这些老祖
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地方人文历史是个丰富的矿藏，
需要深入挖掘、好好整理，更需要全
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我希望能有一
块“净土”，可以把南泉甚至滨湖、无
锡的人文历史都集纳其中，让大家一
同欣赏和传承。新的一年，我计划以
雪浪十大历史人物作为创作的重点。

每刻一块砖就跨了一大步

守护并传承好地方文脉

开化方泉后面那块碑是王勇良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