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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近80的陆光正从艺已经66年。
近年来，陆光正的木雕创作屡屡冲破东

阳木雕传统题材的自我设限，涉及现当代题
材，坚持为国家、为人民而创作，用作品礼赞
民族复兴大业。

2012 年，陆光正策划创意东阳木雕“改
革开放伟大成就展”，集中东阳木雕中坚力
量设计创作，分田到户“大包干”、三峡安澜
锁蛟龙、神舟飞天巡苍穹⋯⋯十幅大型木雕
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变的典型成
就。作品完成后在杭州展出，得到了观众的
普遍赞誉。

2016年，他又策划了“丝路华章”主题创
作。此次木雕创作内容不仅贯通古今，而且
联接中外，生动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再次
创新性运用传统工艺表达时代主题。

2020年，陆光正完成了“讴歌百年伟业，
缅怀革命先驱、追忆奋斗历程、展望光明前
景”的主题创作，作品用画面展现站起来的中
国、富起来的中国、强起来的中国。

2021年8月6日，是陆光正终生难忘的日
子，他将大型木雕作品《同心共筑中国梦》捐赠
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作品为历史塑
像，为人民歌唱，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提升了党史展览馆公共空间的艺术品位。
之后，这件作品陈列空间成为党员干部参观党
史展览馆后重温入党誓词的固定场所。

十余年来，陆光正承接了多项政府重点
项目装饰工程及木雕创作。他心怀赤诚，始
终秉持工匠精神，注重每一刀的细节，着力时
代传承。

“笔墨当随时代而悟，刻刀应随主题而
动。”北京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北京红色文化
研究会会长杜飞进在研讨会上说，陆光正大
师的主题作品，“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真挚
的爱国情感，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永不言弃的
责任担当。”

在全国工艺美术界，陆光正也是甘愿奉
献的知名人物。他担任了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木雕专委会会长、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联合会执行会长等职务。担任
职务就是承担责任，年会、换届、博览会、学术
论坛、产业基地走访等活动，他马不停蹄连轴
转；北京、海南、广州、四川⋯⋯天南地北，他
一度成了“空中飞人”。他付出良多，实打实
地帮助行业解决问题，获得了行业协会及行
业同仁的认可、尊重和称赞。

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他逐步辞去了相
应的社会职务。但仍然有许多社会活动邀请
他参加，他也总是热心支持。为学校讲课，为
作品集写序，为年轻人的展览站台等，提携后
学，他不亦乐乎。他还热心于公益活动，多次
捐赠作品，捐款捐物。

如今，陆光正的意态也更从容，在培养徒
弟、坚持创作之外，他想得更多的是，作为一
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阳木雕该如何赋能
新时代东阳高质量发展。

他视行业发展为己任，不失时机地为
东阳木雕寻找契机，整合资源，为行业发展
鼓与呼。“世界木雕之都”的金字招牌能落
地东阳，少不了陆光正国内国外的宣介与
推荐；东博会、木雕城、木雕小镇乃至木雕
产业的定位与发展，都有他倾注的智慧和
心血。

几十年过去，东阳木雕已然产业化。陆
光正出力促成了东阳木雕和红木家具“两位
一体”，在政府层面与行业内部共同努力下，
激活并串联起了木雕、红木家具以及建筑三
大传统产业，为东阳打造了木雕红木家居这
一国家级重点产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就这样不知疲
倦地为东阳木雕发展奉献着自己的精力与智
慧，把外界的注意力一次次吸引到东阳，推动
木雕艺术再上台阶，并以木雕艺术为媒，让外
界聚焦东阳发展。

这想必是匠人最高的追求：让这门手艺
发扬光大，是他对师
父的承诺；让东阳木
雕 成 为“ 天 下 第 一
雕”，则是他对自己
的 承 诺 。 热 爱 与 坚
持，可跨越山海、执
着一生。

创新表达
刻刀紧跟时代节奏

《说文解字》中对“匠”一字解释为：木工也，从匚从斤。
9月28日，陆光正从艺66年经典作品创作研讨会在东阳

举办。近些年来，木雕红木等产业在市场上、在年轻人群体中
不再那么流行，这位一袭白衫、满头银发的老人很是忧心
忡忡。

面对来自全国的工艺美术大师、美术学院资深教授，陆光
正开门见山：“我一直觉得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恳请大家为东
阳木雕找找方向，指指路子⋯⋯”

66年来，陆光正雕琢了无数木材，既丰满了自己的人生，
也经历并引领了东阳木雕文化产业近几十年发展的全过程，
如此“匠心”，怎能不让人感动！

东阳木雕是中国四大木雕之首，自唐至今，一脉相承千余
载。

“散落在家乡的祠堂、大姓宅院、古旧民居里的木雕构件，
是我从事木雕艺术的‘启蒙老师’。”1945年3月18日，陆光正
出生在东阳一个小山村。

幼时，陆光正就表现出对艺术的热爱。在七八岁时，他就
能够独自制作竹笛、二胡等乐器。那个年代的乡村孩子，唯一
的娱乐大概就是听戏。在听戏过程中，陆光正通过观察婺剧
演员的妆容，自学了绘画。后来，他能踩着板凳为来村里演戏
的演员勾脸，还能在墙上为公社绘制宣传画。

13 岁，陆光正从村小毕业，报考了东阳木雕技校。那一
年，报考东阳木雕技校的学生有 2000 多人，只有 100 人能被
录取。陆光正以出色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了当年新生中年龄
较小的一位。

因绘画功底突出，加之勤奋刻苦学习，陆光正进步很快。
他自画自雕的《花鸟》，神形兼备，得到木雕老艺人们的肯定。
他被指定为“雕花状元”楼水明的培养对象，成为其关门弟
子。那时，陆光正年仅15岁。

在楼水明的教导下，陆光正系统学习了各种雕刻技法，以
及木雕家具、厅堂摆设的造型设计和中西合璧的工艺。也是
在那一年，陆光正创作的木雕挂屏《热爱和平》被选入全国少
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并作为礼物赠送给国际友人。杜云松、
黄紫金等老艺人，都对这个聪慧的少年青睐有加，甚至将自己
的拿手绝活倾囊相授。

随后多年，陆光正与人合作创作出版连环画《擒三帅》
《百里溪》；受文化部邀请写生创作《兄弟民族形象服饰参考
资料》丛书；受政府委派到德国领衔开展装饰工程⋯⋯过往
的经历独特而丰富，对他而言，这都是通往艺术殿堂的坚实
脚印。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我平时爱好广泛，除了钻研雕刻，
还喜读历史，爱看舞蹈，喜欢拉拉胡琴，弹弹三弦。我沉醉于
各类艺术的海洋之中，在雕塑、音乐、绘画中感受着不同艺术
的力量。”正是在多位名师的教诲下、跨越艺术门类的研习中
和与各领域好友的交往中，陆光正反复揣摩，努力实践，通晓
了东阳木雕的各种技法，在创作上日益精进。

师父在弥留之际嘱托他：一定要把木雕发扬光大。因为
这句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阳木雕代表性传
承人的陆光正告诉自己，必须在有生之年为木雕多做点事。

“我一直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木雕艺术要发展，人才培养
是第一位的，所有雕刻技艺的传承，要靠作品，更要依靠人。
我一边搞创作、从事东阳木雕研究，一边注重培育技术人才，
将培养人才视为第一要务。”陆光正表示。

后来，他成为东阳木雕总厂厂长，先是东奔西走，重开停
办的木雕工艺学校，又跑到各个院校，联系合办木雕班，培养
木雕制作与设计人才。他不仅经常去学校讲课，还带动许多
大师担任了木雕班的负责人。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破解了
东阳木雕后继无人的局面。

走进陆光正创作室的院子，只见一棵罗汉松苍劲古朴，枝
干盘虬，松树底下的石头上刻着“薪火相传 万年长青”朱红大
字。“这树，是十年前我们30多位师兄弟与师父一起种下的。”
陆光正的弟子张玉海说。

“你看，这亭亭如盖的老松，象征着木雕非遗传承，希望东
阳木雕能像这一团团的绿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陆光
正笑着说。

木雕大师，从画婺剧脸谱起步木雕大师，从画婺剧脸谱起步

专注东阳木雕66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陆光正——

艺术是一场突围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东阳 韦敏航 李 磊

名人名家

木雕大师，除了要有手艺，也要有创
意。

秉承所学的东阳木雕技艺，陆光正持
续开拓创新，首创了多层叠雕和单元雕刻
组装的新技法，解决了困扰木雕界多年的
大型木雕制品易开裂的技术难题。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建筑装修市场发
展，幅面阔大的大件作品需求剧增。手艺
人们纷纷探索大件木雕的创作，却都碰上
了开裂、断损这一难题。

1980 年，陆光正承制新加坡董宫酒家
的装饰木雕工程，数块长 12 米、宽 1.2 米的
挂屏，鬼斧神工。但是，工程完成两年后，
出现了陆光正最不愿看到的一幕：热带气
候使木雕条屏发生了开裂。1981 年，陆光
正接下了杭州望湖宾馆大型壁挂《白蛇传》
雕刻工程，作品完成后同样出现开裂。

陆光正坐不住了：东阳木雕的千年美
誉，不能毁在自己这一代人手里！

偶然有一次，他看到工人们将一座屏风
折叠起来准备装箱出口，心头为之一亮：能
不能将整幅大型作品分成若干个单元进行
雕刻、组装呢？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终于
找到了解决途径——将大幅作品根据画面
的构图划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采用独
立的板材，板材之间留有一定空隙，防止热
胀冷缩造成的开裂；同时根据不同木材纤维
素的变化来确定采用不同的拼接工艺。

他的这一创新，突破了东阳木雕乃至
中国木雕大幅作品创作的瓶颈。由于分组
雕刻组装，可容纳众多雕工同时开工，大大
缩短了工期；散件运到现场再组装，解决了

大型作品入门和运输的困难；由于木料可
多块拼装，方便了取材。最关键的是，利用
这一技术，可以使大幅作品拼装后“天衣无
缝”。

2001 年，杭州市重建雷峰塔。专家委
员会在遴选塔身内壁装饰工艺手段时，对大
型东阳木雕作品的开裂变形问题提出了担
忧和质疑。陆光正立下“军令状”，苦战两
年，不仅成功解决开裂变形问题，还创新出
多层叠雕工艺，在平面浮雕的基础上，综合
运用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半圆雕、圆雕
等多种技法，采用分组雕刻逐层对接组装工
艺，将《白蛇传》诠释得神韵独具。如今过去
20多年，他的六面壁挂依然完好无损。

自此之后，陆光正对大型木雕的创作
愈加得心应手。2015 年，他为北京雁栖湖
APEC 会议中心创作的大型木雕《锦绣中
华》，展现了大国气象、盛世风华。他的作
品又相继走进了 G20 杭州峰会、首届中国
进博会。2017 年，他主持创作的《中国梦》
弧形立屏长达20余米。2018年，他为金华
城市展示馆创作的《八婺揽胜图》单幅面积
达145平方米。

至今，这些大型木雕作品都未出现任
何问题。可以说，多层叠雕技法的问世并
成功应用，既保全了东阳木雕的声誉，又拓
展了东阳木雕的市场，堪称力挽狂澜。

没有人统计过这项技术创新为东阳木
雕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陆光正大大方方
地将其“供人自取”，不设门槛，不搞保护，
甚至非常愿意为他人讲说解密。在他看
来，这项技术应用越广泛越成功，东阳木雕
的美誉也就越广为人知。

近十余年，他的作品无不包含着对
“新”的思考与实践。2020 年完成的党的
百年诞辰献礼作品全景组雕《百年伟业》，
集 中 体 现 了 他 的 创 新 观 。 这 组 作 品 之

“新”，在于传统木雕工艺与当代雕塑的结
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性；在
于题材的突破，将重大政治题材以传统木
雕手法表现；在于展陈方式，突破了台屏式
单调组合，将作品背景与前景拉开，呈现出
舞台样式；在于科技的运用，援引了专业舞
台灯光设计，以电脑灯光调节作品氛围，达
到了四季变换、渲染环境、突出重点的创作
要求。

首创技法，化解大型木雕易开裂难题

陆光正作品《丝路传扬》。 受访者供图

陆光正作品《同心共筑中国梦》。 受访者供图

陆光正
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东阳木雕代
表性传承人，亚太
地区手工艺大师、
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他创作的作
品出现在人民大
会堂、G20 杭州峰
会 主 会 场 等 场
馆。他教导的上
百名学生中，有数
十位已成为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

陆光正（左二）指导徒弟创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