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打磨光滑的木板上，刻刀
落下，木屑四起。随着刻刀的一
点点精雕细磨，一件精美的木刻
作品展现在人们面前。

59岁的王志杰端详着木板
上的每一个字，就像欣赏自家刚
出生的孩子一样。

爱上刻字

今年 59岁的王志杰是黄骅
市黄骅镇后街村村民。

初中毕业后，父母为了给
他找一个吃饭的营生，让他跟
着当地的一个老木匠学做木匠
活。

每天锯木板、刨木板的活很
枯燥，可是王志杰很喜欢。每天
用刨子、锯等工具制作出一件件
精美的家具，王志杰的心里就特
别开心。工作之余，他就喜欢看
着木头琢磨，这块木头适合做件
什么东西呢？

在同龄人都想看看外面的
世界的时候，王志杰却天天在木
匠铺里捣鼓木头。有一天，王志
杰突发奇想：能否把字写在木板
上呢？

那天傍晚，木匠铺里的人都
回家了，王志杰开始用刀子、凿
子在木板上刻字。

想得简单，做起来难。
刻刀在木板上写字，一笔一

画摆弄清楚了都很难，就更不用
说还得讲究字体和笔锋了。

王志杰每天下班后，到处寻
找能刻字的木头。厂子里做家具
剩下的下角料，全成了他的宝
贝。

“王志杰，你是不是脑子有
问题了，天天拿把刻刀在木头上
瞎捣鼓啥呢？”人们好奇地问他。
王志杰笑笑不说话。

黄骅市百货大楼曾经是黄
骅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雕刻在
水泥上的“百货大楼”四个大字
格外显眼。

王志杰对百货大楼里的东
西不感兴趣。令他着迷的是楼上
的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像浮雕一
样凹凸有致，笔锋有力。王志杰
每次从那儿过，都会盯着字看一
会儿。

“什么时候我也能刻出这样
的字呢？”王志杰心里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志杰
20 岁那年，终于把“百货大楼”
四个字刻了出来。

“现在看起来，当时的刻功
很稚嫩，但那次的成功给了我很
大的动力。”王志杰说。

在家具上烙画

“因为爱写、爱画，我的人生
总能出现逆转。”王志杰说。

20 岁那年，王志杰在天津
大港油田工作，负责装卸货物。
别人干完活后在大通铺上睡觉，
王志杰不是抱着本连环画看，就
是拿着笔在纸上画素描。人物、
花鸟虫鱼……都栩栩如生地出
现在他手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志杰的
才艺被单位的负责人发现了。这
位负责人让王志杰画单位里需

要的零部件构造图。听说王志
杰还会木匠活，这位负责人又
让他维修单位里的桌椅板凳。

后来，黄骅市铁木综合厂
招聘烙画的员工，王志杰爱写
爱画的特长又帮了他的大忙。
根本不会烙画的他，凭着一幅
画就被厂子录用了。

当时，铁木综合厂的一位
烙画师傅调走了。王志杰被录
用后，在烙画师傅的办公室里
看到各种烙画工具。

王志杰根本没用过这些烙
画工具。为了尽快掌握这项技
能，王志杰把烙画师傅留下的
书看了个遍，边看边操作。一开
始，烙笔的温度调控不好，不是
烙糊了就是烙的力度不够。

王志杰“闷”在办公室里，
一个星期没出门。等他再出来
时，手里拿着烙出的作品。这让
厂子里的负责人又惊又喜：王
志杰居然这么快学会烙画了！

当时在家具上烙花鸟虫
鱼、诗句很流行，王志杰的手艺
得到很多人的称赞。

不管工作做得多么出色，
王志杰心里放不下的还是木
刻。只要有工夫，他就会在木板
上刻字、刻画。工作之余，他除
了刻字，就是看与刻字相关的
书籍。

王志杰去北京、天津出差
的时候，就去古文化市场转。
看到有关雕刻的书籍等，他没
有钱买，就在心里默默地记
住，回到家后赶紧拿出笔和
纸，根据记忆画出图来。

一把刻刀、一把凿子、一块
木头，成了王志杰手中的“三件
宝”。为了一个字，他不知要刻
上多少遍，用掉多少块木头，即
使手上磨出血泡也全然不顾。

如今，木刻已经成为王志
杰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要一拿起刻刀，他就像着了
魔似的。

刻好牌匾有讲究

有人想给工作室制作一块

匾。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王志
杰。“虽然不是专业搞书刻的，
但刻的字还不错。”人家这么介
绍王志杰。

那人将信将疑地把活儿交

给了王志杰。“清心斋”这三个
字，如今还刻在王志杰的脑子
里。那三个字，是王志杰用心一
刀一刀刻出来，并用心调漆精心
做成。

这块匾不仅惊到了工作室
主人，也让人们认识了会刻字的
王志杰。

从那以后，王志杰开始陆陆
续续地给人们刻匾，并成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

在王志杰家里，堆满了刻字
的木块，大的边长有七八十厘
米，小的也有三四十厘米。每块
木块上的字，都是王志杰的心血
凝成的。

“木刻是个精细活，容不得
半点马虎和浮躁。”王志杰说。每
次进行木刻制作时，都需要静下
心来潜心创作，才能保证不会出
现雕刻纰漏。

“做木刻不是字刻得好就行
了，刻字的木板、木刻字的涂料
都有很多讲究。”王志杰对木刻
技艺颇有心得。

“木材选不好，时间长了就
会开裂。涂料选不好，木刻字就
会掉色。”王志杰说，“我做的牌
匾，不论风吹日晒多久，保证不
会走样。”

黄骅当地的博物馆、公园、
西湖书屋等很多地方的牌匾都
是王志杰的作品。

雕刻《兰亭序》

走进王志杰的工作室，首先
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挂在墙
上的木刻工艺品。

这幅木刻工艺品由一块长
4 米、宽 80 厘米的大型红松木
板制成，上面雕刻着东晋书法
家王羲之的《兰亭序》。纯木质
颜色配以刚柔相济的刀法，刀
功细腻，别具匠心，更显其意
境。这幅作品曾在沧州市回族
古今文化艺术展中荣获一等
奖。

提起这幅作品，王志杰内心
满是自豪。

这块大型红松木板，是王志
杰从一个老木匠手里买来的。这
块木板在王志杰家里放了 20多
年。每天，王志杰都会去放这块
木板的屋子里转一圈，再用手摸
摸木板。虽然他不知道这块木板
有什么用，但就是喜欢。他一直
想让这块木板发挥出最大的价
值。

后来，王志杰决定在木板上
雕刻王羲之的《兰亭序》。

说做就做。
王志杰先用手工刨子把整

块木板刨平，又用打磨机细细磨
平。光这两项工序，他就用了三
四天的时间。

《兰亭序》共有 324个字。这
324 个字中的每一个字，王志
杰都要按原比例放大，再用复
写纸逐字印到木板上。“为了
达到最佳效果，我先用绘图铅
笔绘出雏形，再用刻刀按照字
迹一点点雕刻，最后再逐字打
磨。”

“《兰亭序》上的印章也都
是 我 一 点 点 雕 刻 的 ，总 共 有
10 多个历代皇帝和收藏家的
印章。”看着自己历时 3 个多
月完成的这项“大工程”，王
志杰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
豪。

黄骅市黄骅镇后街村村民王志杰以刀为笔，以木为纸——

木板上刻出《兰亭序》
本报记者 杨玉霞 本报通讯员 高箐

王志杰给木匾涂色王志杰给木匾涂色

王志杰雕刻的王志杰雕刻的《《兰亭序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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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礼品
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