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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奉化电视台率先报
道了鸣雁村朱茂盛创作的水浒108将泥
塑人像作品。作品迅速走红大江南北，
朱茂盛红了，鸣雁村也红了。紧接着，浙
江、福建、天津、香港等全国各地的报刊、
电视台和新华、人民、光明、新民、山西等
网站以及美国、英国、韩国、加拿大、马来
西亚等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赶到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竞相报道。

奉化鸣雁村重峦叠嶂，竹木葱茏，人
们安居乐业，一副世外桃源的模样，朱茂
盛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

朱茂盛从小喜欢画画，喜欢看《三
国》《水浒》等古代故事连环画，看到画中
人物舞枪弄棒的飒爽英姿，就依样画

瓢。如果在野外，就用柴棒、竹枝作笔，
平地作纸。他最喜欢的是王叔晖的工笔
人物《西厢记》《梁祝》及四大名著里的历
史人物，一遍遍琢磨，一遍遍描画，不知
疲倦。白天，他在田头辛苦劳作，晚上自
学画画，连小伙伴叫他去玩，都婉言拒
之。

有一天，在一座小庙，朱茂盛看到一
位民间艺人用泥土在雕塑菩萨，大为惊
奇，天天踩在脚下的泥土，通过艺人之手
居然变成了栩栩如生的“人”。就是从那
时起，朱茂盛的心里埋下了长大要学雕塑
的种子，萌生了用雕塑把老百姓所喜闻乐
见的历史人物展现出来的想法。

1987年，奉化县文化馆发现了朱茂

盛的才艺，鼓励他拿着自己的绘画作品
去参加美术比赛。那时朱茂盛22岁，他
的美术作品《功夫不负苦心人》获得宁波
市首届乡镇企业职工美术书法摄影比赛
中的美术作品一等奖。此后，在文化馆
老师的悉心培育和鼓励引导下，他走上
了艺术生涯的道路。

也许就在这时，埋在朱茂盛心中的
雕塑种子萌芽了。不久之后，朱茂盛迷
上了泥塑，尤其是人像泥塑。他知道，泥
塑是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的独
特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平面的图画到三维空间的立体雕塑，要
经过质的飞跃。它是可视、可触摸的，朱
茂盛朝着既定的目标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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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朱茂盛，宁

波奉化人。1993
年加入浙江省工
艺美术协会，主
要雕塑作品有：
北京燕莎商业广
场 的《 展 翅 欲
飞》；象山县人民
广场的大型浮雕
泥稿；东钱湖陶
公岛的范蠡、西
施人像，史浩、史
弥远等古代名人
雕像；水浒108将
人物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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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朱茂盛26岁。求艺心切
的他，毅然挑着工具书和赖以养家糊口
的竹编花篮，带着妻子，背井离乡来到北
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雕塑专业（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深造。在那
里，他师从第四代“泥人张”传人张錩和
国内名家李德利、王小惠、许正龙、周尚
仪学艺。在这些名家教授的教育熏陶
下，朱茂盛的艺术技能得到了升华，打下
了扎实的写实雕塑基础。

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艰苦是难以想象
的，朱茂盛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租住在城
郊的破旧房子里。为了支付日常生活的开
销，他和妻子一起编制花篮，直到深夜才歇
息睡觉。最困难时，甚至连乘公交车和吃
饭的钱都捉襟见肘。尽管这样，他也从不

向人开口述说困难。系、院里的人获悉朱
茂盛的困境后，纷纷将自己承接的业务转
交给他去完成，这样，朱茂盛的生活渐渐有
了改善。北京同行的热心帮助更加激励他
继续求艺的决心，也促使他更加努力，不断
精进技艺。1992年，在学院学习期间，朱
茂盛的作品《女人体》入选北京市优秀美术
作品展。1993年，与于耀宗副教授合作的
《展翅欲飞》获北京市雕塑优秀奖。

朱茂盛纯朴的人品、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及与日俱进的技艺，给老师和同学留下
了良好的印象。学业结束后，朱茂盛被介
绍到中央电视台从事舞蹈道具创作。

在北京的学习经历让朱茂盛受益匪
浅，雕塑艺术是用形象思维来表现主题
思想，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

图。它可以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作者
的思想；可用不同材料，不受气候、时间、
地点的限制，塑造出不同形象，长期甚至
永久地表达作品本身的主题。朱茂盛同
时也感悟到，雕塑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
都离不开实际生活，来源于生活并超越
生活。

1994年，朱茂盛应邀赴深圳与“世界
之窗”艺术总监、著名雕塑家蔡汉文教授
合作，参与制作大型雕塑工程。一年后，
朱茂盛返回家乡，陆续承接了一些宁波市
内城雕、假山等工程。宁波城区和东钱湖
等各大景区都留有他的作品，比如在东钱
湖陶公岛景区，范蠡和西施这两座雕塑就
出自他的手笔，但朱茂盛认为这仅仅是借
以度日的手段，并非他的少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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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底开始，朱茂盛开始构思
《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108将。为准确
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他反复研读原著，
翻看连环画，到图书馆借阅各类相关典
籍资料。渐渐地，108位好汉的形象开
始在他的脑海里丰满立体起来。

2008年春，朱茂盛大胆创作了第一
座大型人像泥塑——《水浒传》中的混江
龙李俊。雕塑完成之后，成功的喜悦激
荡着他，他想把《水浒传》中的108将都
复活起来。当时，女儿上美院需要开支，
父亲重病需要治疗和照顾。在这种情况
下，朱茂盛狠狠心卖掉了宁波一套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可以省钱的地方尽量
省钱，节衣缩食地投入到创作中。

朱茂盛选择了父亲早年造的破旧泥
屋作为泥塑工作室，一是为了节约开支，
二是在父亲建造的老房子里创作，过程
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常常联想
到父亲当年建房的艰辛困境，时时激励
自己振作精神，克服困难。

从2008年春到2015年底，历时8
年，几乎倾尽了全家的财力、物力、人力
和精力，历尽了千辛万苦。单就人物造
型来说，每一个人物都要根据其出身、个
性、爱好、经历等来塑造不同形象，切忌
雷同形似，108个人物就有108种脸庞、
表情、形态、姿势、神韵、比例。灵感来
了，就用铅笔素描下人物的形态，反复修
改，最后定稿。一天工作结束后已是夜
深人静了，尽管疲惫不堪，朱茂盛仍靠在
墙上，细细回味一天来的制作过程：哪些
地方尚不够理想，哪些部位需要改正，哪
些地方尚需完善。经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以钢筋为骨架、水泥质地为外形，每
件高约2米、重500来斤的水浒108条
好汉泥塑人像，齐刷刷地站立在鸣雁这
个平静的小山村里。鸣雁村，一个极为
平静的小山村顿时不平静了，因朱茂盛
的雕塑人像而声名鹊起。

混江龙李俊、豹子头林冲、行者武
松、及时雨宋江等等各具姿态，栩栩如

生，108 将在朱茂盛的手下一一复活
了。他们的外表丰神俊逸，表情生动，
穿着佩戴和举手投足带着自己鲜明的
个性，让游客一看便知这是哪个人物。
朱茂盛不收门票，免费给游客参观拍
照，还让游客参观自己的制造过程。闻
讯赶来的国内外游客一拨又一拨，络绎
不绝。国内外游客看到这一组具有磅
礴气势的雕塑人像后，无不跷起大拇
指，啧啧称赞朱茂盛精湛的雕塑技艺。
当他们得知朱茂盛背后付出的努力后，
更是赞叹不已。香港文汇报闻讯前来
采访，盛赞朱茂盛“复活了水浒 108
将”！

52岁的朱茂盛表示，水浒108将的
雕塑人像创作是其艺术生涯的起点。今
年8月份，朱茂盛接到马来西亚一家古建
艺术公司的邀请，为他们设计四大名著代
表性人物的雕塑方案。为弘扬传播中国
的传统文化，他将继续在艺术道路上不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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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四明，山风猎猎，落叶满地，朱茂盛正在慕天山庄创作一组人文雕塑《四明雄风》，以表现红
色四明为主题，作品高2.5米，宽2.2米，待两个月后完工之时，四明山革命老区又将添一新景。

朱茂盛的
泥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