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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王继红报道 日前，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共青团浙江
省委公布了2024年“浙江工匠”培养项
目人员名单，浙江省优秀技能人才、衢州
市“南孔精英”计划培养专项领军人才、
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柴
春福榜上有名。

平心静气深耕廿余载

1983年2月出生的柴春福，从小热
爱雕刻，上世纪90年代末起走上雕刻之
路。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柴春福受
邀前往非洲尼日利亚最大的华人集团进
行雕刻学习和工作。公司对雕刻技艺要
求很高，需要精雕细刻，非常花费精力。
一心钻研技法的柴春福并没有打退堂
鼓，心平气和地在非洲工作学习了整整
六年。白天工作，晚上自学，周末时间去
当地的雕刻市场，钻研他人的雕刻技法
和工艺品。渐渐地，他不但克服了语言
障碍，也掌握了不同材质物品的雕刻技
法，同时还吸取了异国他乡的艺术养分。

2011年，柴春福回到衢江区，在廿里
镇开办个人工作室。2014年，他把目光
盯在了厚实、坚硬的牛角上，开始探索独
门技艺。在制作技艺上，他一改整根牛

角雕刻的主流方式，把牛角制成片或小
块材料，再高温加工、雕刻花纹，使成品
更加灵动自然。坚硬的牛角被他赋予了
丰富多样的造型与栩栩如生的姿态，雕
刻出来的作品能给人以逼真之感。而这
些成功，都离不开他对生活的细心观察
与日复一日地钻研打磨。

一件作品从创意到成品，往往需要
两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工作室刚成
立的那几年，柴春福每天早上6点开工，
一天十几个小时就一个人待在工作室里
琢磨。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得和朋友借钱
买材料。但他始终秉承着精雕细琢的精
神，每天一早来到工作室着手雕刻，对作
品不敢有丝毫懈怠。

柴春福给人的印象是纯朴沉静。走
进他的雕刻工作室，第一感受也是静：一
个人，一张工作台，细细打磨一整天。细
看他的作品，又能从静物中窥见生机
——兰花在风中摇曳、蝈蝈倒悬草上、虾
活灵活现……真可谓作品如本人，似讷
于言，却灵动。多年来，他践行着一条

“虽由人作，宛自天工”的艺术道路，用作
品说话，用作品宣传衢州，不少作品被多
家博物馆收藏。

走出衢州宣传衢州

今年年初，作为衢州市政协委员，柴
春福提了《关于加强保护和传承传统手
工艺的建议》。他说：“近些年，由于传承

人的老龄化、技艺传承的困难以及缺乏
有效的传承机制，衢州的许多传统手工
艺正在逐渐消失。这些手工艺不仅是地
方文化的象征，也是无数匠人世代相传
的智慧结晶。”

柴春福建议，要及时开展民间传统
手工艺文化保护，让传统手工艺在衢州
延绵发展。要做好农村民间传统工艺的
挖掘和保护工作，组织专家团队对衢州
的传统手工艺进行普查，系统建档。要
注重培养民间传统工艺传承人，希望政
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匠人收徒传艺，及

保护民间手工艺的知识产权和传承权
益。

这些中肯的建议来自自身的体验。
柴春福深知每件栩栩如生的作品的来之
不易，从选料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凝聚
着传承人的匠心。他有一件名为《九龙》
的作品，雕刻的是9只形态各异的龙虾，
栩栩如生。创作该作品前，他买来活虾
研究，详细记录下龙虾的关节弯度，然后
才选择了6根黑色的牛角、3根羊角进行
打磨。仅仅是打磨一根龙虾的须就花了
个把小时，整件作品完工耗费2个多月。
2019年4月，这件作品获第14届中国义
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工艺美术金奖。

独特的雕刻工艺，加之作品的写实
风格，使柴春福的牛角雕迅速获得业内
认可，走出衢州，成为各级博物馆的收藏
品。2016年他创作的角雕作品《君子之

风》，由于雕刻细致入微，活灵活现，被国
家二级博物馆金华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2017年9月，作品《灶妈子过中秋》被国
家一级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收
藏。2018年5月，作品《清趣》被国家一
级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2020
年 9月，抗疫作品《中国加油！武汉加
油！》被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收
藏。

柴春福先后获得高级工艺美术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浙江工匠、浙江省级
乡村工匠名师、浙江省造型艺术青年人

才培养“新峰计划”、浙江省乡村文化能
人、浙江省优秀技能人才、衢州市“南孔
精英”计划培养专项领军人才等人才荣
誉，其作品荣获国家、省、市各级金、银、
铜奖80多项。

“用作品说话，用作品宣传衢州。”柴
春福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20年以
来，他接待了20余批次来宾调研、考察、
学习，其中既有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中
国美院等专业人士，也有浙江大学、浙江
工业大学、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衢州学院
等高校师生，还有中、小学生代表……让
艺术走向更广阔空间的同时，也让来宾
记住了衢州，记住了独特的角雕技艺。

“去年我参加了6次国家级和省级展
会。”柴春福表示，今年他将一如既往地
带着更多作品走出去，宣传衢州绿水青
山，讲好衢州人文故事……

通讯员施莉娜、邢诗瑶摄影报道 田
间地头看似普通的麦秆，竟能幻化为不
可多得的艺术品，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湖
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朱军民的巧手与心
血。

春和景明，笔者走进湖州市南浔区
旧馆镇新兴港村。白墙斜阳下，“水乡古
村落”几个字在门口闪耀着温暖的光
芒。在这片古朴的水乡里，朱军民的麦
秆画工作室——麦语斋，与周围融为一

体。
花鸟虫鱼、山水风景、亭台楼阁……

工作室里，挂满了朱军民创作的麦秆画，
看似简单，却是多年匠心所在，尤以十二
生肖系列最为夺目。

“这个系列我花了 7 个月时间完
成。今年是蛇年，你看这条青蛇，精神抖
擞，象征着祖国的强大与前行……”朱军
民眼中闪烁着激动与自豪，他的话语中，
凝聚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热爱。

在朱军民的记忆中，儿时一到麦收
时节，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是那黄灿灿
的麦秆。“20岁时，我偶然看到白洋淀芦
苇画，灵感顿生，联想到田间的麦秆。看
到田间的麦草长势喜人，我当时就想，芦
苇作画这么精美，我何不用金灿灿的麦
秆作画试试看？”

说干就干，正值金秋，朱军民回到家
就找来麦秆捣鼓起来。作品《家》便由此
诞生。“家，是最难割舍的部分，也是我创
作的起点。”从此，朱军民白天做水电安
装工，夜晚沉浸在麦秆画创作中。

岁月轮转，朱军民将自己对“家”的
理解转化为艺术，逐渐走上了麦秆画的
创作道路。2010年，观看了中央七套播
出的汤金明麦秆画视频后，他立下了一
个明确的目标：“我也要让这种传统工艺
走得更远，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于是，
他潜心创作了六七十幅作品，并于2016
年在衣裳街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公开展
览。就是这次展览，让他“火”了！一时
间，他的名字和麦秆画作品一起，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的社会反响超乎预期，媒体纷
纷前来采访。”朱军民回忆道。随着麦秆
画的声誉日渐攀升，朱军民的创作空间
也逐步扩展，2017年，他的家乡新兴港
村结合传统古村落修复建设，为他开辟
了麦秆画制作工作室。2018年，荷兰政
府官方邀请他赴德伦特省举办展览，21
件作品被当地收藏，这一传统艺术也开
始跨越国界，走向国际舞台。

经过36年的坚持，朱军民对麦秆的
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从备料、软化
到刮料、拼接，每一步都充满了他对艺术
的精益求精。

“麦秆画的色泽和质感，不仅取决于
软化处理，还需要通过高温杀菌和特殊
药水来处理，尤其要防蛀虫。”朱军民透
露：为了创作《猛虎》，单单老虎的毛发就
用了3万多根麦秆丝，费时6个多月。而
他的代表作《百子图》则突破传统，以三
维立体方式呈现，融合了西方绘画技巧
和民间艺术，耗时10年才完成。

“这些麦秆，何尝不是我自己。”朱军
民感慨道，尽管自己依然是水电安装工，

但对麦秆画的热爱与追求始终未曾改
变，“这一路走来，我正像这麦秆一样，点
滴积累，才成就了今天的光彩。”

如今，56岁的朱军民已不再满足于
艺术创作，而是愈发注重麦秆画的产业
化与文化传承。他说：“麦秆画的未来离
不开年轻一代的传承。我在小学授课，
组织社会公益活动，都是为了让大家体
验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朱军民还意
识到，麦秆画作为一项独特的文化资源，
不仅要“活”在当下，更要融入到乡村建
设与文化复兴的大潮中。他计划与当地
企业合作，将麦秆画技艺与现代设计理
念相结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
品，推动麦秆画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陈仁山

农历二月二又称“龙抬头”“春耕节”，
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这天，温州
家家户户飘散着芥菜饭的香气，“吃了芥菜
饭不生疥疮”的习俗世代相传。

记忆中的童年，总萦绕着芥菜饭的清
香，还常听到家乡老人讲：相传乾隆帝微服
南巡至浙南农家，恰逢米粮不足，农妇以芥
菜入饭，饥肠辘辘的皇帝尝后大赞。时值
二月初二，此俗遂流传开来。虽为传说，却
道出芥菜饭与民生之缘——旧时百姓缺医
少药，芥菜富含叶绿素与维生素C，确有明
目健肤之效，“不生疥疮”的俗谚暗含中医
智慧。

制作芥菜饭讲究时令与用料。取颗
粒饱满的新鲜糯米，用清水淘净，浸泡两
小时后，把水沥干；配当天采摘的芥菜嫩叶
切碎，佐以五花肉、香菇、虾皮等。猪油热
锅，葱头爆香，食材依次翻炒，最后与糯米
拌匀焖制。绿白相间的饭粒裹着油光，菜
香与肉香交融，正是“饭松菜嫩，香甘爽
口”。民间还衍生出多种做法：有用猪骨汤
增鲜者，亦有添加腊肉、花生等增添风味。

这一习俗在古籍中亦有迹可循。《瑞安
县志》载“取芥菜煮饭食之，云能明目”，明
代《帝京景物略》提及二月二煎饼熏虫之
俗。在温州，芥菜更被赋予文化意涵：其味
苦，象征年节过后的勤勉；植株耐寒，寓意
坚韧品格。民谚“芥菜不剥不成簇”恰如生
活哲学，道出耕耘与收获的关联。

2003年，在媒体组织的评选活动中，
“二月二吃芥菜饭”这一民俗颇受民众热
捧，名列温州十大民俗之首。如今，传统文
化焕发新活力。2024年，温州鹿城区联动
餐饮企业，向环卫工人、独居老人赠送
2000余份芥菜饭；平阳县萧江镇15个文
化礼堂同步开展民俗活动，志愿者凌晨备
料，为居民奉上热饭的同时，还提供其他公
益服务；瑞安志愿者将芥菜饭送至滴滴司
机手中，展现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
心和关爱；瓯海区以“一饭传民风”促进邻
里和谐……

从田间到餐桌，从传说至科学，从家户
灶台到城市公益，芥菜饭承载着温州人对
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对传统的守
护。当铁锅与铲勺碰撞出熟悉的香气，飘
散的不仅是食物的芬芳，更是一方水土的
文化记忆与人间温情。这碗绿意盎然的时
令饭食，正以温暖姿态讲述着历久弥新的
东方生活智慧。

（作者系瑞安市报告文学协会会员、瑞
安市作家协会会员等）

芥菜饭香
溢满瓯越柴春福：用作品讲好衢州故事

朱军民：从“家”出发，一“麦”相承

富贵锦绣 朱军民 作

■魏雨璇

向来觉得冬天干净，肃风将万物淘漉
一遍，黏腻的汗或霉腐味鲜少，蛇虫也不出
没，人清净，物也清净。因而我格外喜欢冬
天。

我生于江南，便知江南之冬格外湿
冷，不见冰雪，风中寒意却侵骨三分。每每
出门，肃风裹挟着寒意迎面直击而来，仿佛
透过颈部穿刺入身。这时候妈妈们早早说
过的话就显得未卜先知——不要洋抖抖地
棉毛衫棉毛裤也不穿就出去！“洋抖抖”是
方言，大概类同于得意扬扬。棉毛衫、棉毛
裤像是南方冬天小小的标签。

中国地大物博，冬日赏冬景南北之景
各有千秋。南方冬景，且不提雾凇霜叶、高
山松雪，单是残荷披霜、亭阁映雪的西湖便
足够回味好几日，更不必说青砖白墙、人家
尽枕河的水乡与冬日联结成的画面。北方
之冬则更浩大几分，寒风朔雪，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光是看上那么一两眼，就仿佛置
身其中似的。

冬日虽冷，嬉游却是必不可少的。在
南方，哪边有微微覆冰的小路，哪边就有一
群打“出溜滑”的小孩子，笑闹的声音能把
寒冷融化。还有屋檐下垂下来的十几厘米
到几十厘米不等的冰棱，方言里管它叫“亭
亭荡”，静垂时透亮如钻石，手持时却是嬉
戏作闹的“武器”。北方冬雪覆盖的白色天
地，不消说，最有意思的定是打雪仗和堆雪
人。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雪不一样，南方的
雪，有些湿润极易成团，北方的雪却较为干
燥，要堆雪人，便要努力地将雪垒砌在一
起，看到成型时成就感油然而生。打雪仗
是最有趣的，你追我赶，攻守交替，跑得气
喘吁吁但高兴无比。

四季之中，我最喜冬的洁净；南北冬日
各有千秋，我眷恋南方冬天带着绵柔的寒，
也喜爱北方冬日藏着刺骨的冷。事实上，
无论南方的冬天还是北方的冬天，都以其
净透清肃在四季中鲜明存在，也难怪人们
总是会隐隐期待冬的到来。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冬日小记

渔趣 柴春福 作

生机 柴春福 作

荷趣 柴春福 作

吉祥 朱军民 作平安千秋 朱军民 作

朱军民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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