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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说，缘分，妙不可言。或许因为它藏着命
中注定的巧合，又掺了点儿毫不知情的戏码，最后
上演一场原来如此的结局。

就像老陈和翠女，相识于古厝修缮的工地上，
一把铁钳、一地碎瓷，粘贴出精美的剪瓷雕作品，也
粘合住俩人近半生的日子。

就像老方和玉凤，相处的场景里始终少不了木
头的存在。然而木头是冷的，心却热乎得很，在凿、
雕刀、锯的“撮合”下，一件件闽南木雕作品被打磨
得栩栩如生，他们的生活也被雕琢得有声有色。

索性前往云霄，见一见这“缘分”的模样。
“咔咔咔、嗒嗒嗒、嚓嚓嚓……”未见其人，先闻

其声。在云霄县陈岱镇剪瓷雕匠人陈荣聪的家门
口，敲击瓷碗的清脆声是最容易辨识的门牌号。“你
们好！”放下手中的钳子，老陈迎上来与我们打招
呼。妻子陈翠女抬头笑笑不语，面前铺满了五颜六
色的碎瓷片。“制作一个完整的剪瓷雕作品要经过
画稿、破瓷、剪瓷、拼贴等多道工序。我们正在做的
就是破瓷、拼瓷的环节，看起来轻松，实际上很考验
功底。”

说起剪瓷雕这门工艺，陈荣聪止不住话头。剪
瓷雕常见于闽台地区，主要用于装饰寺庙宫观、府
堂屋顶、亭阁、照壁、墙面，后被广泛运用到现代园
林、装潢等领域，一块块剪瓷片经过粘贴，华丽变身
花鸟瓜果、山水人物。闽南人常用“厝顶有戏出”喻
指这门地域独有的建筑装饰艺术。2020年 5月，云
霄剪瓷雕入选云霄县第五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60岁的陈荣聪是承袭家族剪瓷雕技艺的第三

代“掌门人”，也是这一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守艺距今已有 41年。从高中开始，他就跟着祖
父学习剪瓷技艺，与彩釉瓷碗、瓷盘打起交道。正值
满腔热忱学艺之时，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19岁姑
娘陈翠女出现在他的世界。坐在厝顶上的陈荣聪心
里嘀咕着，“嗯，有戏！”两人的感情在一次次剪瓷技
艺交流互动中升温，从此携手相伴。

作为一项传统手工艺，剪瓷雕制作繁琐，往往
还要“上天下地”。寒冬酷暑、风吹日晒、登高爬低，
老陈和翠女就这么默契配合、相依相伴几十载。他
们的足迹遍及云诏东三县，其剪瓷雕作品色彩绚丽
夺目、造型精巧逼真，在云霄城关下关帝庙、列屿关
帝庙以及东山康美村大祠堂、东沈村祖祠等地随处
可见，为一条条古街古巷增添了数道亮丽的风景。
不过，老陈显然还没有退休的打算，“我们会一直做
下去，也希望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年轻一代，让‘厝角
的好戏’一直演下去。”

“怎么会退休呢？我们那么热爱木雕，做自己想
做的作品，乐此不疲。”63岁的方建武显然也没有闲
下来的计划。闽南木雕是盛行于闽南地区的一种民
间工艺品，以杉木、樟木、楠木等为材料，在雕刻风格
上讲究婉转流畅、精细秀气。作为闽南木雕制作工艺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方建武自幼在其父辈的言
传身教引导下耳濡目染，9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
刻刀，每天跟木头打交道，一晃就是50多年。

“这份工作，需要的是静心和耐心，当冷冰冰的
木头在我手中变成有血有肉的人物，那种成就感真
是难以言表。特别是把木雕作品与生活相融、与传
统相接、与时代相连，它也有了存在的价值。”方建
武动情地说，“当然，这过程离不开她的陪伴。”

她，既是老方儿时的邻居，也是老方后来的徒
弟，她是老方的妻子林玉凤。“小时候经常跑到他
家，看他们一家人埋头刻木雕，就非常感兴趣。”孩
童时的相识相遇为多年后的姻缘埋下伏笔。成家
后，林玉凤在方建武的悉心指导下学有所成，尤其
擅长透雕，在居室挂件、摆架、摆件等方面颇有研
究。如今每一件木雕作品，都有二人携手合作的印
记。2019年，林玉凤被评为闽南木雕制作工艺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夫妻二人在诸多文物
史迹的修复重建工程中大显身手，完成了莆美张氏
祠堂群、威惠庙、云山书院等建筑的相关木雕作品。
他们的作品还曾入选“漳州非遗走进三坊七巷”展
演活动，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

2018年，老方和玉凤受邀到云霄列屿中学担任
非遗传承活动讲师，从零开始教孩子们闽南木雕的
制作。令他们欣慰的是，不少学生如今可以独立完成
像模像样的木雕作品了。“我们希望给孩子们的心里
播下一颗种子，在传统文化这块土壤上慢慢生根、发
芽。”玉凤一边端详着学生的作品一边跟老方说，“就
像我小时候蹲在你家门口看你们雕木头，谁又能想
到这就是我和木雕、我和你之间的缘分呢！”

☉本报记者 张 旭 通 讯 员 郭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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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聪（右）和陈翠女（左）夫妻二人分工协作，完成一件件
精美的剪瓷雕作品。 张 旭 摄

通过“粘瓷”工序，一朵小红花在陈翠女的手中绽放。张 旭 摄

陈荣聪通过熟练地“拼瓷”，把瓷片修剪成理想的形状。黄子君 摄

两双巧手默契配合，让木头“锦上添花”。 张 旭 摄

方建武夫妻二人探讨交流，进一步完善作品。 张 旭 摄

陈荣聪夫妇在制作“福”文化元素的剪瓷雕摆件 黄子君 摄 陈荣聪夫妇的剪瓷雕作品 黄子君 摄

方建武（右）和林玉凤（左）在闲暇时拿出列屿中学学生们创作的木雕作品，讨
论着下一步的计划。 张 旭 摄

方建武在创作木雕作品前手绘草图 黄子君 摄

木雕人物生动立体、活灵活现 张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