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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特刊

美美在在方方寸寸间间
文/本报记者 庄文石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
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
窗，左右各四，共八扇。”一篇中学语文
课本里的《核舟记》让大江南北的中国
人领略到了核雕工艺的神奇。

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自明清以
后，要论起这项手艺，要数山东潍坊
最为有名。“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天地至小，妙境无穷”，潍坊核雕以
其精湛手法和高深的意境在海内外都
享有盛誉。

因为核雕工艺复杂，对雕刻者个人
素质要求极高，一直以来，潍坊的核雕
大都讲求师徒传承，往往一个高明的艺
人背后，都有一位核雕名家作为师傅。

这样算下来，80后小伙田洪波可称
的上是核雕界的一个异类。作为潍坊市
核雕协会会员，核艺堂核雕工作室创始
人，他的核雕手艺却是全靠自己在日常
雕刻过程中一步一步摸索得来。

一艘只有两三厘米长的龙舟，除
去三四个人物之外，竟还有17扇门窗，
而且这些门窗还可以开合自如，如果
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面前这个
小伙子的手艺精湛到如此程度。

说起田洪波与核雕的渊源，还要
得益于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2000
年他从潍坊职业学院工艺雕塑专业毕
业之后，进入了潍坊嵌银厂工作，就是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核雕大师考
功卿的几件作品，从此之后，就一发不

可收拾的迷上了核雕创作。
凭借在嵌银厂练就的木雕基础，

田洪波开始反复钻研核雕的刻法，边
琢磨边雕刻，五六年的功夫下来，便练
就了一手好雕工，一些作品也开始被
核雕爱好者们争相收藏。

随着手艺的日益精湛，田洪波心底
开始有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当上这
项手艺的非遗传承人，不过，由于他没
有门派和师门的传承，这个愿望一直无
法达成，成为他心底里的一个遗憾。

有人劝他去找找门路，拜一个师
傅，但田洪波认为不能为了一个称号去
盲目拜师，在他看来，没有师傅的教导，
在雕刻上会走一些弯路，但也正是因为
缺少了一些固定思维的束缚，让自己的
核雕技艺能够完成创新和突破。

对于自己的手艺，田洪波说他不
会有“传内不传外”的门户之见，只要
找到有缘人，他会把这些年的一些技
艺和心得传承下去，让核雕工艺能够
发扬光大。

田洪波雕刻自己的作品。

为了雕刻雕刻出好的作品，
用的刀具就有十几种。

小小的核雕上有17扇窗户，有的窗户还
可以活动。

因为核雕十分精细，需要在放大镜下才
能看的清楚。

一堆不起眼的桃核就是核雕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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