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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周刊

嵩山木雕是嵩山文化的瑰宝
2008年被公布为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振北也被确认为嵩山木雕“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技纳南北之精华 内含匠师之灵气

作为中华文明发源
地的嵩山地区，留存着众
多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嵩山
木雕作为嵩山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嵩山文化
的瑰宝，是优秀民间文化
艺术的缩影。近年来，为
了传承与发扬嵩山木雕，
登封一些民间雕刻艺人
一 直 在 坚 持 不 懈 的 努
力。其中，有一个人最为
执著。

2004 年 9 月，我省民
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公
布了被列为首批试点的
24个民族民间文化项目，
他申报的嵩山民间木雕
榜上有名，而且是郑州市
唯一的一项。 2008 年 4
月，他申报的嵩山木雕被
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
首批郑州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0年3月，鉴
于他为嵩山木雕所作的
贡献，他被授牌确认为嵩
山木雕“非遗”项目的传
承人。

他就是嵩山木雕研
究所的负责人王振北。
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工
艺美术师，从一个热爱木
雕的从业者蜕变成“非
遗”项目的传承人，20 多
年来，他的经历艰辛而充
盈着喜悦。

记者 苏瑜 文/图

王振北出生在登封一个农民家庭，12
岁辍学放羊，著名的嵩山太室山万岁峰就
在他家屋后，他每天都会赶着一群羊到半
山腰上放牧。王振北出生的农家小院旁
边，有一个汉朝时留下来的文物，从小，他
就经常来到这个文物旁边看上面的图案，
有狩猎图，有女子踢球图，然而给他印象
最深的是一个石虎和一个匠人的画。石
虎很大，旁边的小匠人显得很渺小，但小
匠人仍然不停地雕刻着。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
是无限的。”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埋藏在
心底的艺术创作冲动被激发了。

1987年 3月，正是中岳庙会，人山人
海。有名的木雕作品《老龙盘窝》就在这
个庙的峻极殿的殿顶。赶庙会的人走了
一拨又一拨，唯有一位青年在殿内待了近
三个小时！他仰着脑袋，看啊想啊，被那
精美的木雕镇住了。这个人就是王振

北。谁都没有注意他，而一位师父却“盯”
上他了，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在这里看这么
久，而且老往上看。王振北说，“我是学木
雕的，这里的木雕艺术让我一步也挪不动
了。我是刚学，师父能给我讲讲吗？”

游人千千万万，专门来看木雕的却只
碰到一个。师父可能也是个木雕艺术爱
好者。他告诉王振北，这个图正名叫《藻
井》，俗名叫《老龙盘窝》，是清中期的作
品。图案上有线雕、浅雕、深浮雕……你
能说出来图上什么地方用了什么技法
吗？王振北对答如流，并说，我就是想把
这种传统艺术传承、光大下去。师父听后
很感动，高兴地说，小伙子，在这里认真地
看吧、学吧，一天两天、半月一月都行，庙
里供你的饭！

在中岳庙自学了一段时间后，王振北发
现自己越来越热爱木雕。于是拜师、学艺、
苦练，他开始了真正的艺术追求和创作。

非非 质质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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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访名师博采众长

1988年，王振北拜师于少林钢木家具
厂的一位姓张的老师。这位师傅从事古
典家具制作，也擅长木雕。王振北苦学两
年出师，掌握了古典家具的结构原理，同
时又学了基本的嵩山木雕技法。但他深
知学得还不够，因为对一件作品从创意到
整体布局再到具体的刀法表现，他的火候
还不到，特别与《老龙盘窝》相比，自己还
有很大的差距。于是他天天打听，时时寻
觅，两年后，他终于得知有位姓陈的木雕
大师。

陈海泉，河南南阳人，木雕技法远近
闻名，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在嵩山进
行木雕创作。少林寺、老母洞、中岳庙都
有他的作品。中岳庙寝殿里的龙凤床就
是这位大师的代表作。

民间的传统工艺一般是传内不传外
的，而陈海泉家是雕刻世家，学习陈氏雕
刻对王振北这个“异姓”来说，几乎是不可
能的事情，然而对艺术的喜爱又让他执著

地要拜师。
当时陈海泉住在湖北大冶，王振北便

骑着自行车去拜师了，好不容易到了陈海
泉处，被一句“祖传手艺不外传”给打发
了。吃了闭门羹的王振北，并没有因此而
放弃，最终陈海泉被这个执著的汉子感动
了。于是，王振北成了陈海泉真正的徒弟。

机会来之不易，王振北像块海绵像块
磁石，不知用坏了多少刻刀，手上不知磨
出了几层血泡。三年后，终于出师。让人
敬佩的是，学会了老师的全部手艺后，王
振北并没有完全拘泥于他的手法，而是结
合自己的想法进行了完善与改进。他在
继承陈氏雕刻艺术中粗犷豪放的一面的
同时，又将南方雕刻中的精细融入其中，
然后综合嵩山各个古建筑中木雕的风格，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原特色木雕艺术，他
称之为嵩山木雕，能够代表嵩山风格的木
雕艺术，即以嵩山为中心，把南北各方的
雕刻艺术精华有选择性地接纳其中。

组建专业研究机构

扎实的基本功，加上嵩山这块风水宝
地，更重要的是对木雕的艺术感觉和潜心
投入，王振北的作品一件件地被艺术界认
可了，而且创作冲动一发而不可收。《喜迎
回归》获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特别
金奖；《腾辉》获2001年中国艺坛名师精品
大典金奖——这两幅作品都被选入中国
美术选集。2003年他被中共河南省委、省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授予“首届河南优
秀青年工匠”。

在不断钻研木雕艺术的过程中，王振
北慢慢发现，虽然嵩山木雕历史悠久，技
法纯熟，造型多样，内涵丰富，融合了佛、
道、儒三教多个门派的雕刻艺术风格，具
有很高的欣赏、收藏和实用价值，可如今
却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于是，热爱木雕艺
术的王振北和一些民间雕刻艺人，在嵩山
木雕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并请了一些
有造诣的文人参与其中，形成了独特的嵩
山民间木雕艺术，并以“挖掘传统嵩山木
雕艺术之精华，为现代人类家居装饰文明
而服务”为主题词，将嵩山木雕申报我省
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长期以来，社
会上的种种偏见和社会主流对民间工艺

的重视不够，加上木雕艺术史残缺不全，
外来木雕乘虚而入，严重威胁和影响着嵩
山木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嵩山木雕长期
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当初王振北学木雕时，所有的亲友都
反对，在他们看来，做木雕还不如做木工，
省事不说还赚钱。王振北坚持认为：“单
纯的物质追求并不能让我感到幸福和满
足，对我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能不能为
后人、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抱着这样的心态，王振北全力投入到
嵩山木雕的保护工作中。2004 年 3 月 18
日，嵩山木雕申报河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工程。2004年9月8日河南省公布首批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作为郑州市
唯一项目的嵩山木雕榜上有名。2005年6
月 28日嵩山木雕被列为河南省申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
为与少林寺同批申报而落败。王振北并
没有气馁，在登封市文联的大力支持下，
他发起成立了一个木雕专门机构。2006
年 11 月 9 日，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嵩山木
雕艺术研究所在嵩山脚下的王振北家中
举行揭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