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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不仅是浙江的经济强市，也是省内的
工匠“大户”。每一名港城工匠的诞生，对于申
报者而言，既是他们展现技艺的舞台，也是千
军万马的竞技场。

“今年宁波第三批港城工匠评选，我们推
出了14名，是各区县（市）里最多的。”海曙区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不久，我们刚
刚结束了第二届的海曙工匠评选表彰，每次评
10位，也就是说，我们积累下了20位优秀的工
匠‘家底’。”这位负责人说，今年4月起评选启
动，到10月共接到50来人申报，最终经过十次
会议商讨，确定了38人在“海曙职工之家”的
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众投票。此后还要经过
重重比拼，决出20人大名单。可最终，只能10
人获评，晋级率只有50%，竞争不可谓不残酷。

江北区的企业以工业制造类的中小型企
业为主，是全市第一个开展工匠评选的区县
（市）。近年来，他们共培育出港城工匠8名，
港城工匠提名奖2名，江北工匠20名。今年宁
波市的第三批港城工匠评选，江北优选推荐了
9名工匠，罗秋玲通过公众渠道推荐的胡建能
师傅就是其中之一。据悉，江北区总工会已经
开始筹备第三批江北工匠的评选工作。

记者了解到，177人递交了第三批港城工
匠评选的申报材料，但最终经过层层审查，获
得最终资格认证的仅89人。此后，他们还将
经过“公众点赞”等环节，才能确定入围人选。
今年底前，主办方将邀请由相关部门、相关领
域专家、网络媒体等方面人员组成的专家评审
团，对入围人选进行评审。在媒体进行公示
后，确定最终的“港城工匠”名单（包括提名
奖）。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张旭 郑轶/文
记者 崔引/摄

胡建能与他的红楼梦人物雕刻。

他用圆雕工艺
造出100个“红楼梦中人”

“胡建能师傅沉醉雕刻40多年，也获得了很多荣誉，是宁波圆雕领域唯一的高级工艺
美术师。我觉得，他配得上港城工匠的称号！”今年24岁的罗秋玲是江北区甬江街道的一
名宣传干事，在工作中她与辖区内的这位工艺大师有过多次接触，见到今年的宁波市第三
批“港城工匠”评选有公众推荐渠道，她自信地站了出来，把低调的胡师傅推往候选大舞台。

胡建能的甬江木雕艺术馆在永红家园
内，记者跟随罗秋玲一走进艺术馆，一股淡
淡的香樟味扑鼻而来。这处200多平方米
的艺术馆，好似一座江南院馆，里面珍藏着
胡建能从事雕刻工艺40多年来的朱金漆木
雕以及独木圆雕作品共计100余件。

在充满香樟味的木雕艺术馆里，记者
看到，温婉恬静的“薛宝钗”、傲气拔剑的

“尤三姐”、怒摔衣箱的“晴雯”、撒泼闹学
的“茗烟”等红楼梦人物栩栩如生地站立
着，身高都在1.2米至1.5米之间，神情和
身段活灵活现。

罗秋玲说：“我很喜欢看《红楼梦》，来到
这里，看到了作品，听说了创作的故事，再看
到满满的荣誉墙，更加敬佩胡师傅对艺术的
执着和奉献。”

胡建能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红楼
梦》，小说、电视剧、小人书看了不知多少遍，
他被《红楼梦》里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

1985年在加拿大时，他开始设计红楼人物
的图纸。到如今，经他手雕刻出的“红楼梦
中人”，已有100个。

“每个人物需要用掉一根2米左右的香
樟木，香樟木近千元一根，而且不是每根都
能用的，雕到一半不得不放弃的也不少。”胡
建能说，每次创作一个人物，他都中了魔一
样，对书中涉及那个人物的篇章，一遍一遍
地看，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怎么在木头上构图
下刀。“木头是死的，而且各有扭曲，我必须
把它用好，和人物的动作神情结合起来，把
死的木头变成活灵活现的人物。”

胡建能指着那尊“绣花的鸳鸯”，为记者
介绍说，“鸳鸯”的头发需要一根根刻出来，
细致入微；若有所思的神情也需要通过雕刻
体现出来。“可以说，创作人物的那两个月，
真是除了吃饭睡觉，再也没有心思干别的事
儿了。”这份痴迷，也让胡建能成了全国红学
会的会员。

罗秋玲告诉记者，胡师傅最近又拿了一
个全国性的工艺美术大奖——他的木雕“玉
堂清韵”荣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
创意设计大赛金奖。眼前这个不善言辞的
中年男人，有着一双宽厚的大手，上面有着
新旧不一的茧和疤痕，这是他的“勋章”，而
他传承的独木圆雕艺术也被列入第五批宁
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我的老家在宁海，8岁起就跟着爷爷
学起了圆雕工艺。”从此，胡建能没离开过
木头。十几岁的时候，他设计的“放牛间隙”
参加了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成为浙江省仅
有的四件入围雕塑之一，还得到了刘开渠大
师的回信：“你的牛刻得很好！”也是在那个
年纪，他雕刻的仿明清竹雕笔筒，专供上海
文物商店再销售给外国人，六个笔筒能卖到
一辆丰田车的价格；他率先创作出“横行海
内外第一蟹”，被市场争相效仿，出口上千万
件……

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后，1985年，胡建
能作为浙江省家具公司的技术指导，跟随公

司到了加拿大，这也是浙江第一家到国外投
资的企业。在那里两年，他不断吸取西洋技
法，同时也笔耕不辍，勾画自己的红楼梦中
人和花鸟虫鱼。

要构建自己的“红楼大观园”，资金从哪
里来呢？为此，1988年，胡建能办起了华能
工艺厂，靠经营所得保障家用和创作经费。
2002年，当工厂走入正轨后，胡建能正式开
始雕刻红楼人物。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完
成了红楼人物的创作，虽然作品比真人稍小
一点，但“林黛玉”的忧伤、“贾宝玉”的天真
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了。

“师父只教技术，最重要的是创新，还有
就是要热爱，喜欢才能坚持。”胡师傅说，圆
雕是立体化地表现人物，因此做起来比较
慢，学起来也难。让他忧心的是，如今愿意
从事这一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了把圆
雕这门工艺传承下去，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到
中国美院进修工艺美术专业，将来传承自己
的衣钵。“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能丢，我会
一直努力下去。”

今年9月起，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
总工会、市经信委、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科
协等七部门联合发出集结号，在全市范围内，
开启寻找第三批“港城工匠”的活动，重点聚焦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拟
选树第三批50名左右“港城工匠”。在申报推
荐方式上，今年在此前两批的单位推荐、个人
自荐的渠道之外，特别新增了公众推荐第三种
方式进行申报。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10月底第三批“港
城工匠”申报推荐环节结束，组委会共收到
177人的申报材料。其中，通过公众推荐渠道
而来的有二十余人。虽然数量不多，却“含金
量”满满，不少和胡建能一样的业内“大咖”，都
是被公众实名举荐，让我们身边那些低调的工
匠们从幕后走到前台，接受群众点赞。

“公众推荐过来的人物很多，但因为条件
设置等原因，最终经过层层筛选，成功申报的
人数看起来并没那么多。”市总工会港城工匠
评选小组的工作人员裘尉说，申报者在技能专
长、掌握高超技艺、体现领军作用、作出突出贡
献等四方面条件基本都过硬，但评选有一个前
置条件是必须从事本岗位15年以上，不少年
轻的专业人才被这条硬杠杠卡在了门外。

雕刻100个“红楼梦中人”

从8岁起，就没有离开过木头

工匠“产出”不容易

这是舞台，也是竞技场

177人申报
第三批“港城工匠”
今年新增公众推荐渠道
秀出不少“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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