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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木雕闻名的东阳，有一位法国
男子挺有名气，他已潜心钻研木雕技艺
10 余年。在东阳市江北街道其个人工
作室中，记者见到了这位棕发蓝眼、鼻
梁高挺的法国人。身高 1.75 米的他，
此时正拿着一把小刻刀用心雕刻《云
南姑娘》。

这位男子来自法国图卢兹，名叫吉
扬·布伊素，今年38岁，他给自己取了个
响亮的中文名字——大地，寓意根植大
地、生生不息。

大地得到了东阳木雕系统传承和
培养，不过他的创作思维和东阳木雕匠
人不太一样。东阳木雕匠人习惯先定
主题、定名字，然后设计，而大地喜欢随
性而行，因此，他很多作品显得天马
行空。

“雕刻时，我的心很平静，我很享受
整个过程，也想摸索一些东西方艺术交
融的表达形式，可能这是一种‘混搭’的
艺术。”大地说，这是他坚持学习木雕 10
余年来的想法，他觉得，一项优秀技艺，
能跨越时空和国界，激发创作灵感。

满腔热情，拜师学艺
刻苦训练

“我与中国，是一种命运安排的缘
分。”

大地在大学里攻读的是当代艺术，
并立志做一个艺术从业者。为汲取更多
创作灵感，2010 年，23 岁的他大学毕业
后从家乡出发，开启了周游世界的艺术
探寻之旅。在北京，他遇到了一见钟情
的中国姑娘。这段缘分让他成为中国女
婿，并在中国定居。

2012 年，大地与妻子来杭州游玩，
雷峰塔内的《白蛇传》东阳木雕壁画精美
传神，其丰富的表现手法吸引大地驻足
良久。东阳木雕被誉为全国四大木雕之
首，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东阳木雕和我在欧洲看
到的木雕完全不一样。可以说，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这么真实细腻的木雕作品。”
当时，大地就萌生了学习东阳木雕技艺
的想法。

此后，大地和妻子选择在东阳工作、
生活。多年下来，夫妻俩结交了不少本
地人。经一位朋友引荐，大地找到了参
与创作雷峰塔内《白蛇传》木雕壁画的技
师之一——中国木雕艺术大师、浙江省

工艺美术大师陆挺丰，希望能拜师学艺。
逐渐熟悉之后，陆挺丰感受到了大

地对木雕的满腔热情，于是决定收下这
位洋弟子。

“大地有艺术基础，也很有耐心、很
努力。学习木雕，主要是打好基本功，包

括如何使用各种雕刻工具，掌握基本技
法等。”评价起自己的洋徒弟，陆挺丰欣
喜地打开了话匣子。以前大地住在义
乌，每天他都早早出门，骑 1 个小时的

“小电驴”到陆挺丰位于东阳的工作室，
常常要练习到傍晚再骑车回家。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自系统学习东阳木雕技艺以来，大

地愈发意识到，在木头上雕刻，比在纸上
画画难得多。“很多看似简单的雕刻技
艺，只有真正实际上手操作后才知道有
多难。”除了在陆挺丰的工作室的“集
训”，大地还在家里专门安排了一间“练
功房”补课。

经过长期刻苦训练，大地的雕刻技
艺突飞猛进。

发挥想象，木雕融入
西方艺术

洋徒弟学习热爱的木雕技艺，语言
从来不是障碍。

一开始，陆挺丰在手机里下载了翻
译软件，便于和大地日常沟通。后来，他
发现大地的悟性很高，有时候一个肢体
语言或眼神，对方就能“秒懂”。

“大地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是最
好的艺术创新源泉。木雕只是艺术创作

的一个载体，艺术思想才是灵魂。”陆挺
丰说。因此，在技艺传授过程中，他只传
授最基础的雕刻技法，在题材选择、表现
形式等方面，他从不多加干预。

大地专注于木雕创作。他听从陆
挺丰的教诲，发挥自身优势，创作出不
少中西方艺术交融的作品。挂在大地
工作室正中央的京剧脸谱木雕，就是其
中之一。

这件木雕作品在传统戏剧脸谱的
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欧洲文化元素，
比如脸谱头上的皇冠结合欧洲巴洛克
风格进行雕刻，两鬓垂下的穗子，则用
了塑料材质的装饰球辅以羽毛点缀。
看似混搭的风格，整合起来颇具艺术美
感——这种古今中外贯通的艺术手法，
使得中国古老的戏剧人物形象呈现出
别致的风采。

类似的作品在大地工作室内比比
皆是。“这件作品雕刻的是动画电影《天
空之城》中的城堡，它位于云层之上，也
被称作‘飘浮城市’。它的建筑风格结
合了中世纪欧洲和现代文明元素，城堡
中有很多壮观的建筑物和细节，总体雕
刻难度较高。”大地说，这件作品陆续雕
刻了 4 年，至今仍未完工，它的意义早
已超越作品的范畴。“我很享受雕刻的
过程，全身心投入其中让我感到愉悦、
轻松。”

从迷恋东阳木雕到探寻中国艺术，
大地的东方文化求学之路从未止步。
不久前，陆挺丰带着大地前往武义，参
加了一场省级跨界创作艺术活动。活
动邀请从事东阳木雕、黄杨木雕、根雕
的 10 余名国省级大师，联合创作婺州
窑艺术品。

“艺术无国界，艺术无上限。集百家
之所长，创作思维才不会被框死。”陆挺
丰说，带上大地，是为了让他接
触更多的创作方式、提升
眼界，通过跨界学习交
流 ，碰 撞 出 不 一 样 的
火花。

这次活动要求大
家在婺州窑杯子上进
行刻瓷创作。从熟悉
的 木 雕 到 陌 生 的 刻
瓷，大地没有掌握好火
候与力度，操作失误导致
杯身出现了一条不规则裂
缝。他灵机一动，根据裂缝

的形状进行削减，舍弃杯身多余的部分，
再对雕刻图案进行修改，效果出乎意
料。这件“意外”的刻瓷作品，形似中国
的鼎，同时图案中又采用了欧式、中式元
素，让人眼前一亮。

扎根东阳，学习更多
中国文化

“高铁网络遍布全国各地，打开手机
就能打车、支付⋯⋯”今年是大地扎根中
国的第 15 个年头，他发现，中国每年都
有新变化，就连自己的儿子也已将汉语
当成母语，“我想邀请更多法国的亲朋好
友来中国看看。”

因木雕与东阳结缘，渐渐地，大地和
妻子愈发喜欢东阳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
浙中城市。“东阳的生活、教育环境好，住
在这里很幸福。”

大地的妻子张婷婷在东阳开了一家
外贸公司，出口的商品主要面向法国市
场。“看似女主外、男主内，但很多时候生
意上的事情都是大地在帮衬我，他是我
最坚实的依靠。”张婷婷说，有一次出口
法国的货物出现问题，对方要求退货。
大地得知后，多次联系对方，一步步协
商，最后成功解决了问题。在夫妻俩共
同努力下，如今，公司的发展蒸蒸日上，
日子越过越红火。

谈及未来，大地心中已有规划。“我
要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艺术，争取学成
后传播到法国，为搭建中外文化沟通交
流的桥梁贡献力量。”

勤学不辍、笃行不怠。大地和东阳、
和浙江、和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

法国人布伊素学习东阳木雕十余年——

他在“混搭”艺术中天马行空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 共享联盟·东阳 徐 帆 李 磊

最近，云和县实验小学的师生们沉浸
在激动、火热的氛围中——学校的机器人
社团拿到丽水市中小学创客竞赛3个一
等奖。这支队伍不容小觑，他们2024年
暑假还在浙翼星光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
大赛省赛、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
践大赛全国总决赛、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
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斩获6个全国一等奖，
学校更是在2024年7月被浙江省人工智
能学会评定为优秀组织单位。

对一所山区小学来说，这一成绩得
来不易。除了孩子们勤奋努力外，还
得益于他们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指导老
师——叶晓俊。从 20 岁大学毕业时的
教坛新人，到如今荣获全国中小学信息
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成长为丽水市中小学信息技术学科带头
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叶晓俊用了 21
年。寒来暑往，她把一批又一批孩子带
上大赛，让他们在更广阔的科技天地纵
横驰骋。

想教好学生，自己先
学精

初见叶晓俊时，她正在学校的技能
机器人训练室研究最近很火热的虚拟机
器人。

“20 多年了，在不断更新的机器人
赛道上，想教好学生，我必须自己先学
精。”叶晓俊回忆，2003年刚接触机器人
大赛时，她还是一名初学者。那年，刚毕
业的她进入云和县实验小学，任职学校
的信息科技教师。没想到一报到就被委
派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代表学校带队参
加 第 三 届 浙 江 省 青 少 年 电 脑 机 器 人
竞赛。

“我当时都懵了！”叶晓俊说，她从丽
水师范专科学校（现丽水学院）初等教育

（计算机）专业毕业，虽然有点编程基础，
但 机 器 人 技 术 是 从 来 没 有 涉 足 过 的
领域。

“第一次试水，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
先按照教程把最基础的机器人任务做
好。”叶晓俊说，可即便如此，她和参赛的

孩子依然没日没夜学习、训练了两个
多月。

或许是幸运之神的眷顾，尽管他们
不像其他队伍一样有非常灵活的机器人
和精炼的搬运路线程序，但整场比赛他
们非常稳定地完成了任务，并获得了一
等奖。

“机器人大赛比拼的终究还是技术，
能非常稳定地完成基本任务得奖只是一
时运气。”叶晓俊说，此后十几年里，尽管
每年她都带队参赛，却一直没有拿到省
级和国家级一等奖。随着参赛次数增
多，她也逐渐积累了经验：编程思路要独
特，赛事规则要吃透。

她不得不向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计
算机及应用专业的丈夫陈海明求助。此
后几年，叶晓俊白天利用空闲时间看视
频、学教程，晚上就带着机器人模型和设
备回家，跟陈海明学习编程知识、研究机
器人搭建技术。

在陈海明眼里，叶晓俊学习领悟力
强，还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在一次机器
人搬运项目比赛中，叶晓俊看到有支队

伍的机器人，夹货物的手臂一次性张开
角度只有60度，正好可以夹住陨石。而
他们则需要张开至 90 度后再缩小至 60
度，浪费了时间。叶晓俊回家后，便拉着
陈海明研究程序，一宿没睡，终于在第二
天早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老师金松在机器
人大赛方面颇有经验，叶晓俊拜他为师，
隔三差五就往丽水市区跑，对赛事规则
等相关事项的了解日益深入。2008年，
在丽水市举办的一次机器人大赛中，叶
晓俊凭借吃透赛事规则，帮孩子们在迷
宫机器人项目中获得了缩短任务完成时
间的优势。

经过不断磨炼、总结，2015年，叶晓
俊终于带着孩子们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
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总决赛网络机器人野
外生存项目中拿到了一等奖。

“双料”好成绩，让家
长转变观念

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要领着一

群山区孩子了解编程、学习机械操作并
非易事。

“那会儿的叶晓俊很‘犟’。”云和县
实验小学校长饶小丽说，十几年前，很多
山区家长不了解机器人大赛，担心影响
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多人不支持。虽然
曾经不被看好，但叶晓俊并不气馁。

她找了一些家长不是特别排斥的学
生进入自己的团队，先是引导他们接触
造型酷炫、科技感满满的机器人，产生兴
趣，然后再手把手教他们把机器人玩懂、
玩好。果然，有些孩子为了学好编程，会
主动想办法提升自己的数学成绩，从而
增强了学好功课的信心。

在叶晓俊看来，只有让孩子们取得
学习、竞赛“双料”好成绩，家长才会真正
改变观念。她每年寒暑假期间，都会抽
出半个月陪孩子们一起在学校准备赛
事，累了就在教室的角落休息片刻。搬
运机器人的设备地图是平铺在地面的，
为了观察机器人的搬运动作是否精准，
她就陪孩子们在地面上爬来爬去，教室
里那片区域的地板都被擦得比别处更

光亮。
“以前我成绩平平，还不爱说话，现

在不仅拿了奖，还有了很多好朋友，学习
成绩也名列前茅。”云和县实验小学学生
刘金说，自从三年级被叶老师选入机器
人社团后，他开朗自信了不少，做什么事
都信心满满。

正是靠着这样的耐心和毅力，20 多
年来，叶晓俊带领上百名孩子走上省级、
国家级赛事，拿到了百余个省级以上的
奖项。

“很多孩子不仅获得了这个领域的
荣誉，还养成了受益一生的学习习惯。”
叶晓俊一脸自豪地说，她的好些学生，有
的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有的成了中科
院的研究生⋯⋯

这些可喜的成绩，逐渐让越来越多
的家长转变了看法。有些家长主动找叶
晓俊，想让孩子跟着她学习。学校也顺
势将机器人技术作为办学特色。2015
年，学校正式将机器人纳入扩展课程，先
后开设起人工智能、机器人、Scratch 编
程等一系列课程，叶晓俊也变得更加忙

碌。从一开始的一支队伍两个人，到如
今带过数百支队伍、数百名队员，叶晓俊
的机器人团队日益壮大。

既要当老师，也要当
家长

“马赫，衣服要穿好，天冷了，容易感
冒。”“楷林，吃饭不能挑食，你现在正是
长身体的时候。”每到准备大赛期间，无
论是在教室，还是在食堂，叶晓俊身边总
会围着一群参赛学生，而她无时无刻不
在操心、唠叨。

“很多孩子外出比赛没有家长陪同，
所以老师也要当家长。”饶小丽说，叶晓
俊目前是全校孩子最喜欢的老师之一，
被信任也是她能带好学生的关键。

早期学校还没有能力为孩子们提
供充足的训练条件，叶晓俊每年暑假都
要带队去位于莲都区的丽水第二高级
中学训练。看到孩子们每天要顶着高
温坐3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在莲都和云和
之间往返，叶晓俊实在心疼，于是干脆
让学生们住在她莲都区的新房里。她
还担负起为孩子们做早饭、洗衣服的职
责，那时候她家里的阳台，常常挂满了
孩子们的衣服。

“叶老师虽然教学时很严厉，但生活
中跟我们的爸妈一样，每次赢了比赛都
会带我们出去庆祝。”擅长综合技能机器
人项目的六年级学生邱铭辉开心地说。

有一次在青岛参加完比赛后，叶晓
俊带着孩子们去金沙滩看军舰。其中一
个名叫蒋政航的学生，仰着小脸，一脸坚
定地说，希望自己操作的机器人未来也
能和军舰一样厉害，成为保卫国家的
武器。

“那一瞬间我很为他骄傲，觉得我做的
一切都值得了。”叶
晓俊动情地说，社会
对创新型人才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作为
教师，她希望孩子们
能不断求知探索、勇
于创新、报效祖国。

云和教师叶晓俊20多年带领百余学生获机器人操控竞赛省级以上奖项——

为山区孩子打开科技之门
本报记者 暴妮妮 共享联盟·云和 叶益鹏 林 静

叶晓俊为孩子们讲解机器人完成任务的要点。 受访者供图

▲ 大 地 在
创作《云南姑
娘》。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大地的木雕作品《天空之城》。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陆 挺 丰

向 大 地 传 授
木 雕 技 艺

（ 资 料 照
片）。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