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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于海兴一带的根雕艺流传于海兴一带的根雕艺
术包罗万象术包罗万象，，以根雕以根雕、、木雕木雕、、圆雕圆雕
和树瘿雕为主和树瘿雕为主，，造型惟妙惟肖造型惟妙惟肖、、
生动自然生动自然，，已有已有200200年的历史年的历史。。

20192019年年，，海兴根雕被列海兴根雕被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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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但是，
在根雕艺人心中，朽木不仅可雕，而
且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一截枯树干、一段老树根，经过
他们精心揣摩和妙手雕琢，褪去表
面的粗糙，成为一件件别具韵味的
根雕艺术品。

如此化腐朽为神奇的根雕艺
术，在海兴县一带已流传了200年左
右。

在海兴县，根雕艺术历经百
余年传承，在附近县市也流行甚
广。除孙宝坤外，还涌现出了侯秀

山、安云涛等一批优秀的民间根雕
艺人。

侯秀山和安云涛都是土生土长
的海兴人，从小就受当地环境的影

响对根雕情有独钟。虽然都有各自的
工作，但是闲暇之余，他们一心都扑
在了根雕艺术上，十几年来创作了
数百件作品。如今，他们是海兴根雕

县级传承人。
“制作根雕作品有讲究，主要在于

灵感和发现。发现好的原材料，首先要
在大脑里形成一个构思图，有时灵感并
不是马上就能来，灵感一来就立刻截
取、剥皮、雕刻，这个过程不能有丝毫马
虎。”侯秀山说。

“从树根到根雕是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到从土里刨出来就接近一个
成品，复杂到放在那里多日仍然不知

该如何下手。做根雕表面上是靠想
象力，实际上要靠心境，要能读得
懂每一个根结的故事，才能做出
富有内涵和生命力的根雕。”谈起

根雕艺术，安云涛如数家珍。
发展至今，海兴根雕艺术的原材除

了枣树、槐树、桃树和荆条等，还有椿树
根、杏树根及石榴树根等。海兴根雕作
品按照门类，还包括根造型、根贴画、根
艺花架、根艺盆景及根艺拐杖等。

“根雕魅力在于，以树根为创作对
象，通过构思立意，将形态百样的树根雕
刻加工，呈现出一件件好作品。海兴根雕
艺术也是渤海文化的延伸，非常感谢各
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我要
经常利用参加活动和教学的机会，把自
己的技艺，传授给更多有意愿学习的年
轻人，使这项古老的文化遗产得到较好
地传承与发展。”孙宝坤表达了这样的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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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着有节奏的敲击树干声，进入一个清雅别致的
农家小院。这里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兴根雕
代表性传承人孙宝坤的居所，也是他工作的地
方。

今年 70岁的孙宝坤不善言语，与老伴儿路
淑明常年陶醉在远离喧嚣的一方天地，摆弄根
雕，并沉浸于书法、绘画创作中……

进入工作间，一件高 2.6米、直径 80厘米的
大型根雕作品《聚龙表》赫然而立，让人眼前一
亮。作品中，弯弯曲曲的9条腾龙，隐现于云水之
中，真是气势若虹，栩栩如生。

孙宝坤说：“这个作品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完
成。当时，朋友给推荐了这根上千年古枣树干。运
到家里后，我构思了很久才着手雕刻。这件作品
曾有人出价 100万元，被我给拒绝了。每天看着
它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啊！”

在孙宝坤的画室内，一股醇厚的木香扑鼻而
来。一件件根雕作品陈列其中，奔腾的骏马、滑稽
可爱的猴子、匍匐前行的鳄鱼、栩栩如生的狮子，
及活灵活现的人物、花鸟虫鱼，还有山水造型
……件件作品依势而成，活灵活现、生动形象。

这些作品的原材料，本是无用武之地的废根
料，却在这个朴实无华的农民手中再次焕发新
生，变成了可欣赏、可收藏的艺术品。

“这个根雕啊，不同于其他雕刻艺术，是没有
图纸和固定模式的。我拿到树根后，首先要尊崇
它本来的形态，反复琢磨，构思好之后再动手创
作。通过我的想法和双手，把一些无用之材从树
根中剔除，保留精华。”孙宝坤说，“因此，人们常
说树根雕讲究利用根的天然形态，靠的是‘三分
刀工、七分天成’。”

经过多年的潜心创作，孙宝坤创作出了《鱼
趣》《晚归之后》

《卸 驴 打 滚》
《观 音 赴 会》
《驰鹿》等根雕
作品。这些作品
取材于枣树根、
槐 树 根 、桃 树
根、榆树根和荆
条根等，达到
了 惟 妙 惟 肖 、
生动自然、浑
然成趣的艺
术效果。

源于董派 依海而兴2
明代文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中，有

“以枯木根作禅椅”之述。在文震亨的
《长物志》中，也有“以天台藤为之，或得
木树根，如虬龙结曲臃肿，槎牙四出，可
挂瓢笠及数珠瓶钵等器，更须莹滑如
玉，不露斧介者为佳”的记载。

孙宝坤说：“明代，京津冀一带就涌
现出了大批根雕高手，先后创作了根雕
双椅、玉玲珑麒麟和凤凰等兼具实用性
和艺术性的作品。如今，海兴则以枣木
和藤条根雕闻名。”

发展至清代，根雕艺术创作更为繁
荣，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根雕艺术家和根
雕艺术作品。《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曾用树根创作了低案艺术品，孔府衍圣
公孔毓圻曾向清廷进贡过根雕如意、寿
杖等根雕作品。

“清代，天津董宏兴、董宏达二位木
雕艺人是我的师祖。海兴根雕也是从那
里传承过来的。”孙宝坤说，“因为从天
津董氏雕刻技艺发展演变而来，所以海
兴根雕作品仍保留了触笔细腻、古朴典
雅、玲珑剔透的特点。”

清道光三年，天津出现了一个以专
营枣木雕刻用品为主的董宏兴、董宏达
兄弟作坊。他们开始以雕刻简单的镜框、
风箱、手杖等家庭木制用品为主。随着生

意不断做大，董氏兄弟在招徒传艺的同
时开始在木制工艺、雕刻形式及构图风
格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当时天津有“董氏雕刻风格”之美誉。

后来，董氏兄弟传艺给他们的孩子
董海隆、董海旺。二人开阔思路，已能承
担难度较大的太师椅雕花、梳妆台雕
凤、八仙桌雕龙等加工雕刻技术，而且
雕刻式样已达到40多种。

“清光绪二十一年，海兴小山赵高
村李致和到天津董氏雕刻作坊拜师学
艺，开始学习雕刻技术。李致和学过两
年私塾，十分爱好雕刻艺术，加之悟性
很高、习练刻苦，不足两年就成了董氏
雕刻作坊的主力。5年后，因家中老母
亲身体欠佳，他就拜别董氏兄弟回家照
料双亲。作为第三代传人，李致和把这
项技艺带回了海兴。”在海兴县文化馆
非遗中心主任李志兴的介绍中，海兴根
雕艺术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

李志兴说：“1901 年，李致和把根
雕技艺传入海兴后，由李氏家族传承三
代，1972年由第五代传承人李文正传
给外甥孙宝坤。孙宝坤是第六代传人。
孙宝坤又传艺给他的儿子孙建烨。至
此，孙建烨成为海兴根雕艺术的第七代
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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