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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 作为一项古老的民
间传统技艺，木偶头雕刻在泉州已
有上千年的历史。其中，以“木偶
之父”江加走(1871—1954 年)大师
雕刻的木偶头最具盛名。

现年78岁的王景然，便是江加
走木偶头雕刻传承人之一。他师
承江加走的儿子江朝铉先生，作品
多次参展、获奖，并被多家博物馆
收藏，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
大师、福建省民间艺术家、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近日，我们来到王景然的工作室，
听他讲述六十六载与木为伴、刻木
为人的故事。

王景然的工作室，位于泉州市
区华侨新村的家里。工作室不大，
靠窗的一张老式木桌上，摆着还未
来得及粉彩的木偶头和几把刻
刀。王景然就是在这张木桌前，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伏案雕刻，木
桌的边缘已经被削得残破。

直刀削坯、斜刀细刻、圆刀打
洞……虽已年近八旬，但在跟我们
聊天的一会工夫里，王景然已经把
一个粗坯削出了大致的五官轮
廓。“年轻的时候一天可以刻成一
个木偶头。”王景然说，现在手脚慢
了，而且因为用眼过度，一只眼睛
已经看不大清。

据王景然介绍，从一块木头到
一个完整的木偶头作品，需要经过
好几个工序。

首先是木偶头的雕刻。取一
截樟木，锯出大致形状。再根据不
同的人物头像特征，用直刀按比例
削出粗坯。粗坯成形后，用斜刀一
点一点刻出五官轮廓，而后进行整
体修光。修光完毕，将头颈部用圆
刀挖空，以便表演套入食指。如果
是五官能够活动的角色，则须从脑
后打洞，装上活眼，再塞上木块。

接下来，对雕刻好的木偶头涂
抹黄土浆。在涂抹前，需要先覆盖
一层棉纸，进行隔离保护，再涂抹
上黄土浆。前后需要涂抹十多遍，
形成一定厚度，待自然风干后，进
行初步磨光。磨光完成后，用竹刀
分出五形，并进行补隙修光等工
序，最后用竹刀完全精细磨光。

第三步是着粉和彩绘。所谓
着粉，就是上底色。底色同样需要
涂抹十多遍，直至将黄土浆颜色全
部覆盖，且色泽均匀。待底色风干
后，用矿物质颜料勾勒脸谱。画好
脸谱后，用刷子沾石蜡粉刷，使表
面变得光亮，让矿物绘画持久不变
色。

最后，如有胡须和发髻的角
色，需要进行植须或梳发髻。不同
的角色对应不同的胡须造型。发
髻胡须的原料，一般为真人头发、
牦牛毛、真丝等。

在工作室，王景然向我们展示了
几件代表作。《六头猴王》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六头猴王的木偶
头，是在传统形象的母体上增加5个大
小不一、错落有致的猴面。“在这之前
有人做过 3头的，6头属于首创。”王景
然拿起这个六头猴王，从下方的洞轻
轻触碰“机关”，6个猴头的嘴巴和眼睛
同时动了起来，活灵活现，将孙悟空机
灵、善变的形象，更加生动地呈现出
来。

这个六头猴王仅7.5厘米宽、13厘
米高，不仅要设置 6个头，还要在看不
见摸不着的内部，设置“机关”。王景
然将木偶头的后脑打开，十多块小零
件被一一拆了下来。“其实这是利用了
杠杆原理，一环套一环，让内部的各个
环节形成连锁反应。”王景然说，一个
木偶头，需要眼、手、脑合一，才能做出
精品。

而为了创作出一件好的作品，王
景然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候半夜来了
灵感，赶紧爬起来刻。”王景然知道，只
有不断钻研，才能让自己的技艺精益
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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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刻刀雕出众生相

潜心研究
终成江派第三代传人

谈起与木偶头雕刻的结缘，王
景然表示，得从其儿时说起。1944
年，王景然出生在泉州的老城区内，
小时候的他就喜欢做一些小手工。
1957年小学毕业后，他来到泉州工
艺美术公司做学徒工，成了江朝铉
先生的徒弟。

“我们当时一共有 3个人一起
跟着师傅学习。”王景然说，起先大
家都围在师傅身边看他如何雕刻，
师傅也会一边做一边讲解。“感觉差
不多可以上手了，我们才学着师傅
的样子，拿起木头雕刻。”回忆起年
少时光，王景然觉得恍如昨日。

在王景然心中，江朝铉先生不
仅雕刻技艺精湛，为人更是慈善温
和。每每做错或者做得不够好，先
生都会耐心讲解、指正。至今，王景
然还记得他刚学艺两周时，江朝铉
先生便拿出他雕刻的木偶头向别人
展示学习成果。

“江派木偶作品，以形写神，十
分考验雕刻者的眼力和刀法。”王景
然说，为此他潜心研究江派技艺，抓
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加以创造，最终
形成了雍容丰腴、神韵含蓄的艺术
风格。

跟着师傅学了一阶段木偶头雕
刻后，王景然又跟着国画家、雕塑家
黄紫霞先生学习绘画和雕塑。他将
绘画、雕塑与木偶头雕刻技术进行
融会贯通，通过几十年的不断钻研，
最终成为木偶头雕刻大师、江
加走第三代传人。

20 世纪初，不少海
内外收藏爱好者慕名
前来求购，王景然
的作品也随之被
带往海内外，
让泉州的非
遗文化得
到更广泛
的传播。

对传统技艺而言，最重要的还是
传承。一直以来，王景然都在寻找合
适的传承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弟
子黄国顺如今已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名
人、福建省民间工艺大师。但让王景
然感到忧心的是，如今肯学习这项技
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学习木偶头雕刻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三分靠天赋，七分靠勤
奋。”王景然说，反反复复雕，不仅枯
燥，受伤也是难免的，而且也很难马
上见到经济效益。几十年来，陆陆
续续有不少人找到王景然，想要学
习雕刻技艺，但是真正坚持下来的

少之又少。
随着年岁的增长，王景然愈发感

到心急。“这几年来，泉州有关部门对
这些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加重

视，可惜我已经一把年纪了。”王
景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热爱这
项技艺，潜心学习和研究这项
技艺，让木偶头雕刻技艺得到
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只要肯

学，我愿意免费、毫无保留地将
我的毕生所学传授出去。”

王景然在2002年就获得了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雕刻

上色

涂蜡

代 表 作《六 头 猴
王》，每个头的眼睛和嘴
巴都可以动，精妙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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