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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灯下
用镰刀自学雕刻AAAAAAAAAAAAAAA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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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假期和四季，王人丁除了吃饭就一直坐在
工作台旁雕刻，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些简易的
工具、一个台灯、几个正在雕刻的半成品，就是他工
作台的全部，他的手上满是老茧和刻刀留下的伤
痕。

王人丁雕刻的秘诀是“心静、细心、慢”。“为了
将竹子的纹理展示出来，需要一刀一刀将竹子表皮
刮掉，每一刀力度要相当，才能确保整个表面的平
整，看似简单的工作，需要雕刻者心无旁骛、沉下心
来；竹制品不易保存，梅雨季节易发霉，打蜡也是一
道关键工序，需仔细，确保每一个凹凸画面都被蜡
覆盖，这就考验雕刻者的细心；打完蜡后，再用干刷
子轻轻刷遍竹身进行‘打磨’，反复重复数十次，直
到作品的光泽度充分显现出来，这考验雕刻者的耐
心。”王人丁说：“现在的年轻人静不下来，所以雕刻
工艺很难找到传承人。”

“你准备雕刻到什么时候？”面对记者，王人丁
说：“丢不脱了，成了瘾了，要一直雕刻下去，直到眼
力体力跟不上为止。”

王人丁生于1952年，大爷爷王
君异师承国画大师王梦白、齐白石，
是我国著名画家、教育家；爷爷王君
奇毕业于北平国立大学，在四川师范
学院任教授。受家族的影响，王人丁
3岁启蒙学画，5岁时的画作便在《通
川报》（现达州日报）上刊载，7岁后
靠着临摹王君异的书画底稿，自学国
画。

1969年，17岁的王人丁下乡到
达县石板镇石河村当知青。一天晚
上，王人丁在老乡家的灶台边烤火，
无意中看到几块竹片，就萌生了在上
面刻画的念头，从那以后就开始自学

雕刻。“当时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先用
铅笔描图，再把镰刀尖磨利，用布把
镰刀包起来进行雕刻。”由于无人指
导，镰刀又颇不顺手，王人丁经常
把手割破，“白天要挣工分，只有晚
上学雕刻，那时候用煤油灯，脑袋
稍微低下去一点就会把头发烧焦，
因为一只耳朵听力不好，听不见
‘噼里啪啦’的声音，只有闻到味道
的时候才猛觉前额的头发被烧去了
一大截。”

由于有绘画基础，一年后，王人
丁的雕刻技术突飞猛进，雕刻的东西
像模像样了。

“你知道我与雕刻告别了多久
吗？整整40年呐！”当知青的王人
丁为了多挣工分，除了农活外，还
要到煤厂打工，艰辛的劳动和当时
的社会环境消磨了他对艺术追求的
热情。

1971年，王人丁回城上班，结束
了7年的知青生活。那时候上班工
资低，绘画、雕刻都只能是爱好，为了
补贴家用，王人丁利用自学的照相技
术到河边给人照相。“2角钱一张照

片，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50元。”
随着从事摄影的人逐渐增多，生意渐
渐冷清，上世纪80、90年代，王人丁
又先后到成都、武汉、南京等地搞古
玩收藏，并最终在达州古玩市场开了
一个展柜。

“古玩这门生意，有的时候比较
冷清，坐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干，于是
我又开始了雕刻”。就这样，2012
年，刚满60岁的王人丁将丢了40年
的手艺又“捡”了回来。

“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
涯。”“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王
人丁将他雕刻的笔筒、帽筒、臂搁一
一向记者展示，每一幅画面对应一句
古诗。在他的刻刀下，景物的层次、
松树的脉络、树叶颜色深浅和光线都
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面要与古诗的意境相结合，
是极费功夫的，有时候构图都要花一
天时间。”王人丁擅长雕刻金蟾、山水
图，刀工精细，画面灵动而有美感，在
圈内有“川东第一刀”的雅号。

“我雕刻选用的都是极少见的老
楠竹，这种老竹干后颜色呈暗红色，

极其漂亮。”由于原材料不易寻找，王
人丁倍加珍惜，一般不轻易雕刻作
品。

“雕刻一个小笔筒需要花一周的
时间，臂搁需要8—10天，而雕刻一
个满工帽筒则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王人丁将自己的雕刻作品和古玩摆
在一起进行销售，售价在几百到几千
不等，其中一个名为《访友》的满工帽
筒，售价在5000元以上。

虽然有人觉得王人丁的作品价
格有点高，但王人丁接待过重庆、成
都、天津等地慕名而来的顾客，曾经
有顾客一次性就买了十个臂搁。

老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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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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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者匠心
我要刻到体力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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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山峦、庙宇、古
亭、游人，近处的小桥、流水、
松柏、船家，随着花甲老人王
人丁布满伤痕的糙手不停移
动，一幅又一幅如诗如画的
美景在他的雕刀下呈现。

圈内人称王人丁为“川
东第一刀”，自成一派的雕刻
技法全靠摸索而来，他喜欢
在楠竹做的笔筒、帽筒、臂搁
上雕刻大千世界……

学绘画、学摄影、搞收藏
……王人丁庆幸自己终于在
花甲之年，找到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并能在有生之年将

这件事做到极致。

□本报记者 罗天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