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雕，方寸天地大有乾坤
烟台汉子王勇最爱这门手艺活儿
本报记者 陈莹

“上学时，喜欢在粉笔上雕刻
楼宇。”

王勇的雕刻梦，从小就有。43

岁的王勇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
但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也是内敛细
腻的。

在王勇的IPAD上，有许多他
手绘的作品照片：画风细腻、线条

流畅、人物形象犀利……让人很
难与面前蓄着长须的山东大汉对
应接起来。

最初，雕刻对于王勇来说不
过是闲来无事信手拈来的乐趣。
直到在杭州西湖旁一个不起眼的
专营核雕小店，看见了一个核雕。

“就那么被迷上了，竟然可以雕得

如此精致。”眼前栩栩如生的“十
八罗汉”核雕，让王勇想起读书时
课本上的那篇《核舟记》。

从那以后，王勇知道了苏州
的舟山村，享誉海内外的“殷派核
雕”的故土。用时下年轻人很小资
的说法，这叫“无数次错过，便为
了初见时的惊心动魄。”

早期的资本主义正是在明
时萌芽，而江南正是那个时代手
工业空前发达之地。殷派核雕，
就在富庶的苏州舟山。在那占地
8平方公里之地，散布着两千余
位从事核雕的手工艺者。

“首先要从苏州火车站坐64

路公交到光福镇，再打车到舟山
村。舟山是一个自然的村落，不
租车只能靠两腿走到那。回来就

有 点 曲 折 ，打 车 价 有 时 要 翻
倍。”质朴的王勇，对此并不在
意。依然为了“寻宝”奔波在烟
台与苏州之间，断断续续一走就
是两三年。

每次去苏州，王勇都要去舟
山村转转。“有时只能呆上一个
小时，入手几挂核雕作品，一两
把刻刀，心里就满足了。”王勇
说。

在王勇的案头，摆放着一对
核雕的阿福、包衣单核观音、弥
勒……“这些都是那个时期收藏
来的。“每次去都很紧张，而且
对环境不了解，这两个因素是对
收藏者来说都是大忌。真正的好
东西都被藏在深处，‘塌’不下
来，很难见到。”幸好，搞艺术出
身的王勇，有着初入门者鲜有的
欣赏水平。

“玩”了两年多松子雕刻的
王勇，无意间接触到了橄榄核雕
刻 。“ 自 己 在 家 也 雕 刻 过 橄 榄
核，但效果不好，在网上查了很
多资料，但没什么门道。”王勇
将苦恼告诉给了妻子，并第一次
提出想拜师傅。

“就一个条件，要找一个有
想法的师傅。”当妻子把舟山村
华祖方师傅的雕件照片放到他
面前时，王勇眼前一亮，决定拜
华祖方为师。

2 0 1 3年2月初，王勇联系上

华祖方师傅，并相约春节后正式
拜师。3月17号，王勇与妻子开着
车，直奔苏州舟山村。

“没想到，师傅还比我小四
五岁，同门的师兄都是20几岁的
年轻人。”43岁的王勇刚入师门，
便被要求去拿个橄榄核，雕个东
西出来。半个小时后，华师傅无
意间走过王勇身边，瞟了一眼，

“嚯！还真有点底子。”可王勇还
是 学 了 半 个 月 的 基 本 功 ，镂 、
钻、切、割、冲、剥……从华师傅
那里见到了很多精良的雕刻藏

品，“欣赏之外，更多的是震撼，
更加激起了我学雕刻的热情。”
王勇说。

经过三个月的专业学习，王
勇正式出徒。正如师傅华祖方所
说：“从事松子雕刻的功力，使得
王勇有很强的基本功，他的作品
很有味道，又是一个很有想法的
人，加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

对于王勇而言，核雕是一场
美旅。今后的日子，一副刻刀、
一把橄榄核，与妻子周游世界，
这就是他梦想的生活。

作为我国第二批国家
级非文化物质遗产名录的
一员，核雕是以日常生活中
最为常见的桃核、橄榄核、
杏核等果核为原料，以镂、
钻、切、割、冲、剥……等手
法制作民间微型雕刻工艺，
它也是文玩收藏中常见的
一类作品。

与传统核雕技法不同，
华祖方的作品脸部肌肉纹
理非常突出、夸张，眼神犀
利、表情丰富。“大多数雕刻

师都是传统的核雕，简单地
说，就是徒弟雕出来的与师
傅一模一样。”

这也正是王勇被吸引
的地方：“以 1 8罗汉为例，
每雕一次罗汉，师傅的案
头摆着十几幅不同角度图
像，按橄榄核的质、型，以
及 当 时 的 体 会 下 刀 。”如
今，王勇的作品也继承了
华师傅的创作理念，所雕
的作品没有一挂是一模一
样的。

烟台汉子的“核雕”情结

不计成本去“寻宝”

赴苏州拜师学艺

核雕，在雅致之间微
中见宏，尺幅之中窥大千
世界，人生种种之情趣只
在掌心那一枚“核”。

一个个被人随意丢弃
的橄榄核，在他手中，就成
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他叫王勇，一位痴迷桃核
雕刻的手艺爱好者。放弃
顶级影楼摄影总监的职
位，全部生活都围着核雕
转。从最初的闲来无事刻
着玩，到如今一日不刻浑
身难受的痴迷，王勇沉醉
于核雕艺术中已有20多个
年头了。

核雕的工艺魅力

王勇对核雕已不仅仅
是单纯的喜欢。他对核雕
的热爱就像前段时间“青
春”系列电影中的那句话

“再不疯狂就老了。”
2 0 1 1年春，王勇与妻

子去长白山朋友家玩。“当
地产松子，买了很多，吃不
了。”王勇说，回到烟台后，
闲着没事儿，自己就拿出
在舟山采购的刻刀，随意
在松子上刻了起来。凭着
上 学 在 粉 笔 上 刻 亭 子 的

“童子功”，王勇说连他自
己 都 没 有 想 到 ：“ 不 仅 成
了，还挺漂亮。”

那是一挂九枚松子雕
成的“荷”，也是王勇第一
件作品，如今这挂松雕戴
在王勇妻子的手腕上。经

久佩戴，松子已经包浆，泛
出淡淡的红色。王勇说，他
有资料记载，慈禧当年就
有一挂松雕，佩戴保养得
当，松子颜色已如红宝石
一般。

无论这些野史是否有
据可考，但至少如今几十
元一斤的松子，经手工艺
者的雕刻身价已经倍增。
王 勇 雕 的 九 颗 一 挂 的 松
子，市价已接近5000元。

2 0 1 1年，“荷”的诞生
让王勇毅然辞去了摄影总
监的职位，决定在家专心
雕刻。那不菲年薪和分股
份的挽留，在他眼里竟然
不如那一挂松子重要。在
旁人看来，这完全是一个
脱离世俗的逻辑。

“荷”成了！

核雕的价格受到雕刻师傅
的名气、核料品质、手法等因素
影响。以橄榄核为例，市面上核
料品质最佳的产自广东的橄
榄，单核已飙至500元以上。

据调查，2005年，在北京翰海
春拍会上，一件108粒的“清核雕
先贤人物串”，就拍出了134.2万元
的高价，开创了核雕拍卖的新纪
录。时隔一年，中国嘉德第1期嘉

德四季拍卖会上，一挂清时期核
雕古钱纹手串，成交价达到了1 .1

万元，远超拍卖前估价的两倍。
而到了2012年，核雕作品

价格更是极速飙升。一挂18罗
汉，加上中间光珠，需要品质、
大小一致的原料19颗，以及2

颗链头小珠。据了解，王勇的
师傅华祖光所雕一挂18罗汉，
已达到三万元以上。

核雕市场

格相关链接

C22 收藏 2013年7月5日 星期五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夏坤

今日烟台

不论您的藏品是否价格昂
贵，更不论您的藏项是否高雅，
哪怕是孩童时的弹珠、牌桌上
的纸牌……只要有故事、有历
史，我们都愿意倾听，说出您收
藏的故事。

记者信箱：ytcy@foxmail.com。
电话：6879080
QQ：2677149246

说出您的收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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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王勇在苏州收入的藏品“笑弥勒”。

雕刻工作中的王勇。

王勇雕刻的橄榄“十八罗汉”。

王勇雕刻的“荷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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