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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市泥塑非遗传承
人徐剑佩忙并快乐着：作为五一劳
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十大民间艺
人，不久前他又获得首届港城工匠
的荣誉称号；今年 4月，他和他的
团队共同创作的《极乐佛》获第六
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
他投资的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也即
将开放……

徐剑佩是鄞州瞻岐人，出生于
传统泥塑木雕技艺世家，他是家族
里的第五代。父亲徐昌乾曾经负责
乡里的木业合作社，在当时的鄞县
有“小鲁班”之称。上世纪 80 年
代，天童寺等宁波寺院重修，徐氏
家族被力邀成了雕塑佛像、修缮古
建的主力。15 岁的徐剑佩跟着父
亲在寺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在这
里，徐剑佩学得一技傍身，也与佛
教造像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童寺的天王殿进去有一块
九龙匾，上面有‘天王殿’三个
字，这是我 15 岁刚做学徒的时候
做的。五六年后，我就开始带徒弟
了。”说这话时，徐剑佩不无自豪。

出道后，徐剑佩和父亲一起开
起徐艺仿古雕塑厂，于是国内外的
名山寺院都留下了徐剑佩的身影，
他们的产品远销到日本、东南亚和
港澳台地区。让徐剑佩最为得意的
是为上海东林寺修建千手观音佛
像。这尊 33 米高的造像是目前世
界上室内最高的木雕佛像，这一纪
录得到了“上海吉尼斯”的认定。

“当时，我们克服了许多技术上的
难题，而且预算精准。我们明知不
能赚什么钱，但还是投了标，做成
这件事功德无量。”

五六年前，徐剑佩得到一方六
米多长、将近一人高的金丝柚木原
木。这块价值 70 万元的巨木，让
他产生了创作一件反映故乡宁波风
情的木雕作品的念头。“这个木头
形似如意，我原本打算把宁波东南
佛国的形象刻画在上面，后来在专
家的建议下，我和我的团队在上面
密密麻麻雕刻了宁波的各种非遗项
目以及行会的场景。这件作品龙首
凤尾，象征吉祥如意。”这个名为

《博物明州 （大如意）》 是徐剑佩
的工艺代表作，获评“中国原创·
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
奖。

三十多年来，徐剑佩矢志于佛
像造型研究，他遍访洛阳龙门、大
同云冈、四川大足等处石雕，对敦
煌壁画、山西彩塑都做了精心的研
究，甚至到日本京都、奈良研究唐
代遗风的佛像和佛教建筑。他告诉
记者，其实，宁波的佛像造型艺术在
国内非常有名，世界各地许多名山
大寺供奉着宁波工匠雕塑的佛像。

“宁波的佛像造型艺术源于余姚陆
埠，它有别于福建的彩绘佛像，人物
衣纹对称，衣带皱折处必有一条直
线，这是它最大的特色。宁波的朱
金漆木雕佛像做工更是精致。”

三年前，徐剑佩集 35 年的体
悟与研究，出版了一本《佛教菩萨
造像图谱》。二百幅白描作品气韵
生 动 ， 其 中 造 像 犹 如 “ 吴 带 当
风”，又似“曹衣出水”。八十五高
龄的教授、丰子恺的入室弟子潘文
彦与徐剑佩亦师亦友，他如此感
叹，这位深藏民间的工匠这么用
心，“对佛教仪轨、菩萨衣饰、所持
法器都作了细致的考证，面面俱到，
光是这点，不知花了多少的年搜集
和积累。”按理说，这本类似行业教
科书式的图谱，为了避免同业竞争，
应该是束之高阁，秘而不宣的。但徐
剑佩说，丰子恺说过，“艺术长，人
生短”。我留下来的应该是我的作
品。“我把自己的心得公之于社
会，我的心意是无私的。”

徐剑佩告诉笔者，作为非遗传
承人，他会做到老，学到老。“我
现在想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传统
技艺传承下去，融入百姓的生活中
去。”日前，徐剑佩自筹资金 2000
多万元，把近 4000 平方米厂房改
建成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他打算
把这里建成历代佛像造型艺术、制
作工艺的展示场所，更使之成为一
个市民体验传统雕塑技艺的互动基
地，免费向社会开放。而让徐剑佩
更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徐侨宾，
也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了徐家泥塑
木雕的第六代传人。

徐剑佩的雕塑人生徐剑佩的雕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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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不但为
文，还多与书法结缘。

杨东标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擅
长书法，又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一
位甬上著名作家。他曾说过：“我
是一个文人，做什么都跟‘文’
字搭边儿。”杨东标集作家、书
家、剧作家于一身，创作、出版
过多部文学著作，而且能赋诗作
词。近十余年来，光戏剧作品就
有十部。他的长篇传记文学 《此
心光明·王阳明传》，列入国家重
点出版工程，被专家学者誉为书
写王阳明最好的传记之一。他创
作的 《宁波赋》，内容丰赡，构架
宏阔，辞采华丽，大气如虹，读
后令人激情澎湃，在多家报刊上
转载，传诵颇广，也成为一些书
家喜欢抄写的文本。无论诗词抑
或戏剧，这些文学功夫及修养，
都给了杨东标先生书法艺术上丰
富的营养。历来优秀的书法家都
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字外功
夫，不仅书画印精，诗词文亦
佳，所谓“功夫在笔墨之外”。为
此，我们可以把杨东标的文学创
作成就作为他书法创作的始发点。

品读杨东标先生的书法，直
观感受便是格调不俗，作品中处
处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苏东
坡开创性地把书法和学养结合起
来，强调“退笔如山未足珍，读
书万卷始通神”。从此，书卷气及
文人气就成为衡量书画作品高下
的重要标准。自然，作为作家的
杨东标先生不可能像专业书家那
样专注于书法的笔墨技法，他在
书法创作过程中，更注重即兴随
意，自然发挥，这样往往使作品
达到无意于工而工的化境，增强
了书法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充
满了情和真。

读杨东标的书法作品，我读
出了他的纸上性情。“文发乎情，
书亦发乎情”。有朋友求字，他通
常喜欢自拟句子。自己撰文有个
好处，可以让性情跃然纸上。有
一次，我看他为朋友写了一幅以
漂流为内容的诗，正文完成后，
他即兴题下这样的落款：“戊子大
暑，偕诸友漂流于奉化大堰，放
筏险谷，悬胆湍流，惊喜交叠，
为平生之未有，吟成一律并书。”
读后，让我感到文气沛然，极有
品格。这样的作品要比常规地抄
写唐诗宋词，更有意思。

杨 东 标 喜 欢 喝 酒 ， 酒 量 不
大，却几乎每餐必饮。我经常与
他小聚，酒后的他，即兴挥毫，
状态极佳，仿佛笔端沾了酒气似
的，作品的神采、气韵、节奏自
然而流畅。他虽然年事渐高，但
一点都不显老，良好的身体素质
得益于他健康的心态和忙碌而充
实的工作。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艺术的激情，造就了其书法的生
命力与艺术品位。

近几年，杨东标先生的书法
又有新的面貌和突破。退休后，
他每天挤出时间研墨临帖，短则
半小时，长则数小时，深入书法
堂奥。他临礼器、张迁，吸收汉

碑的古拙厚重，苍茫散远；又学
圣教、书谱，对线条、结体作了
分析和研习，颇得晋王内涵，又
及飘逸沉着。杨东标的行草书法
也在原来流畅、自然、洒脱的基
础上，增加了朴厚、典雅和静
气，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文人
书家的自家面目。

现如今，所谓的“书法家”
“书法大师”越来越多，而真正有
文化修养的书家却少之又少。宋代

著名书家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
楼赋后》中曾对苏轼书法作过如此
评价：“予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
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
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由此联想
到，我们或许可以从杨东标的书
法作品中，得到某种启示。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学院书
法教研室主任、宁波市书法家协
会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

笔底文化 纸上性情
——品读杨东标先生的书法

崔海波

上周日，梅雨绵绵，我窝在
家 里 喝 茶 看 书 ， 累 了 ， 刷 刷 微
信，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一条
消息：10日中午约 11点 56分，台
湾导演齐柏林在花莲县拍摄 《看
见台湾 2》 时，坠机身亡，他的助
手和机师一同遇难。

齐柏林，1964 年出生，台湾
著名导演，空中生态摄影师。25
岁时，齐柏林第一次飞上蓝天，
以“神的高度”俯瞰大地，深受
震撼，从此立志当高空摄影师。
他从事航拍 20 多年，空中摄影飞
行 近 2000 小 时 ， 2013 年 ， 耗 资
9000万元新台币、历时5年拍摄完
成的 《看见台湾》 在岛内上映，
收获2亿元新台币的票房佳绩，超
过了很多商业大片，当年获得第
50 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
纪录片“像鸟一样”带着受众俯
瞰台湾山河的美丽与哀愁，台东
嘉明湖、南投九九峰、花莲玉里
稻田、台中高美湿地、台北淡水
河口……齐柏林用前所未有的视
角，将美轮美奂的台湾风情呈现
在受众面前。近几年，这部纪录
片陆续在 30 多个国家公开播映，
成为外国人认识台湾的渠道之一。

大概在四年前，同事推荐给

我看一部纪录片 《鸟目台湾》，也
是 齐 柏 林 的 作 品 ， 完 成 于 2012
年，虽然影响力不及次年出品的

《看见台湾》，但我当时真切地被
片中唯美的画面所震撼，连看两
遍才过瘾。“鸟目”就是鸟瞰的意
思，《鸟目台湾》 以航拍为主，地
面拍摄的画面很少，评论界认为
它 “ 从 最 接 近 上 帝 的 位 置 看 家
园，呈现出人类不曾看过的台湾
至美景色。”

《鸟目台湾》 分二十四集，每
集 三 分 钟 ， 短 小 精 悍 ， 浓 缩 精
华 ， 很 适 合 快 节 奏 的 现 代 人 收
看。全片粗分为三大主题，一是
人 文 地 景 。 比 如 第 一 集 《五 月
雪 桐花祭》，展示了漫山遍野雪
一样美丽纯洁的油桐花，同时介
绍了油桐籽可以提取油漆的相关
知识；《走向有机茶园》 这一集，
介绍了台湾的茶农采摘、烘焙茶
叶的过程，以连绵起伏的茶园大
全景为主，其中有几个近景和特
写，画面中是被虫子吃掉一半的
茶 叶 嫩 芽 ， 解 说 词 里 有 这 么 一
句：“该给虫吃的，还给它们。”
着实令人回味。《仿佛外太空的蚵
田》 表 现 了 台 湾 渔 民 在 海 上 养
殖、采收蚵仔的场景。蚵仔就是
牡蛎，一望无际的蚵田、海牛拉
车的场景、堆积如山的蚵壳都是

我从未见过的景观，真是大开眼
界大饱眼福。当然，《鸟目台湾》
在惊艳家园美丽的同时，也流露
出 对 现 状 的 担 忧 和 深 层 次 的 反
省，该片第二大主题是“地方产
业”，这一部分更多流露出来的是
思 虑 。《槟 榔 ， 满 山 都 是 菁 仔
业》，介绍了台湾中南部满坑满谷
的槟榔树给当地农民带来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但大规模的种植破
坏了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
田 台湾最广阔的湿地》 一集，
讲的是台湾的水稻种植业，该片
对农民老龄化、年轻人不愿意务
农的现状深表担忧；《日月潭的最
后华丽》和《清境，高山上的惊叹
号》两个短片，在介绍美丽风光的
同时，也袒露了过度开发的旅游业
对环境造成的伤害。《鸟目台湾》的
第三大主题探讨的是能源问题，比
如《绿能革命的火车头——绿建
筑》，介绍的是台湾一些新建的楼
房利用太阳能的成功案例，由此探
索 城 市 建 设 “ 绿 色 、 环 保 、 低
碳”的发展道路……

记 得 看 完 《鸟 目 台 湾》 以
后，我们电视台栏目组的几个同
事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
要拍摄一部 《看见鄞州》。当时台
里刚好买来一架航拍器，于是，
列 提 纲 订 计 划 ， 花 了 大 半 年 时
间，飞遍鄞州的山山水水。跟齐
柏林的直升机航拍比起来，我们
的无人机航拍实属小打小闹，也
曾出现过几次小意外，当时着实
把大家吓得不轻。记忆深刻的有
两次，一次是在冬天，我们到东
钱湖拍湖景，充得满满的电池在
零下八度的条件下突然没电了，
航拍器升空不久就不听使唤，直

直地从半空中掉落下来，幸亏是
在草地上，要是落在湖中心就遭
殃了；还有一次是在晴江岸，看
上去半空中没有任何障碍物，于
是就放心地让航拍器飞了出去，
而事实上，远处横着一根肉眼看
不见的电线，航拍器飞过去的时
候，恰好撞上电线，就像是割喉
一样，摄像头被割落，直直地掉
进 水 里 。 我 们 几 个 人 顿 时 傻 了
眼，好在水不深，也清澈，摄像

头很快就捞上来了，且无大碍。
看 过 美 不 胜 收 的 《鸟 目 台

湾》 和 《看见台湾》，我对齐柏林
的 《看见台湾 2》 自然是很期待
的。前几天刚看过一篇报道，说
是本月 8 日，《看见台湾 2》 举行
开机仪式，这部纪录片预计花1年
半时间、斥资1亿元台币。现场有
记者问齐柏林，为何要坚持亲自
拍摄而不用无人机？齐柏林回答
说，无人机镜头语言比较单调，

画质上有落差，“这个落差就我追
求影像品质的角度来讲，其实会
有点过不去。”对于一个追求完美
的摄影师来说，他不允许自己的
作品有一点遗憾。有谁能想到，
两天后，齐柏林 53 岁的生命定格
在了“看见台湾”的路中……

梅雨潇潇，我将齐柏林的代
表 作 《看 见 台 湾》 找 来 重 看 一
遍，愿他在天堂里仍能看见美丽
家园。

愿你在天堂看见美丽家园
——悼念著名纪录片导演齐柏林

图为纪录片图为纪录片《《看见台湾看见台湾》》中的一个镜头中的一个镜头。。 （（崔海波视频截图崔海波视频截图））

齐柏林生前演讲照齐柏林生前演讲照

杨东标近影杨东标近影

杨东标书法作品 （方向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