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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民间工艺源远流长，艺术形式绚丽多姿。远古的河姆渡文化，

已经创造了精美工巧的象牙雕刻蝶形器、线条流畅的猪画陶器、精致

美观的双鸟朝阳纹牙雕和刀工细腻的透雕管乐器骨哨，并且已经出现

了木雕工艺和漆器技艺。7000 年前的宁波先民，仅以原始的工具就创

作出如此设计奇美绮丽、工艺精细清秀的艺术品，足以证明他们超凡

的聪明才智、丰富的美学想象力、旺盛的文化创造力和强大的艺术追

求力，令人惊叹。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问世。在青铜

制作工艺中，宁波民间工艺又呈现辉煌，从古鄞地出土的工艺品中，

我们仍能看到雕琢精巧的铜镜、浇铸精炼的编钟乐器，更有雕刻清晰、

生动活泼的“羽人竞渡”纹铜钺，它展现了至今能在我国见到的最早

的龙舟竞渡画面，是较早将民俗文化活动反映在工艺美术创作中的艺

术作品。汉唐时期，宁波的越窑青瓷在全国独树一帜。如今在宁波考

古发现的仅东汉时期慈溪、江北、鄞州、余姚等地的越窑古址至少有

20 多处，历代青瓷窑遗址更是多达数百处，其中以慈溪上林湖最为密集。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首推越窑青瓷茶碗，以其品质为“越州上”；

唐代诗人陆龟蒙诗赞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因其形成了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享誉海内外的秘色瓷。

宁波民间工艺的繁荣从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中也可见一斑。宁波

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

曾出口大量丝织品、陶瓷、漆器、木器、石雕等工艺品到国外。中国

著名的四大古典家具之一的甬式家具（又称宁式家具），是木器工艺

品出口中的重要货物，其中的朱金漆木雕、骨木镶嵌是其主要的工艺

美术。日本奈良等城市大量的寺庙修建，甚至直接请宁波民间艺人去

营造，有的艺术品如神像、石狮子则在宁波完成制作后，再整体运过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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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安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宁波工艺品厂的金银彩绣工艺品还大量出口

到世界各地，宁波制作的十多顶万工花轿也出口到国外。

岁月沧桑，时代变迁。如今许多优秀民间艺术面临失传。新世纪以来，

宁波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民间工艺保护与传承，以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手段，大量优秀的民间工艺美术得到了有效扶持。朱金漆木雕、骨木镶嵌、

金银彩绣、泥金彩漆和越窑青瓷等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竹根雕、农民画、剪纸、灰雕、石雕、竹编等被列入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项目。今天宁波民间工艺喜逢繁荣的时代，工艺美术薪火相传。紫

林坊艺术馆、朱金漆木雕艺术馆、金银彩绣艺术馆、上林越窑青瓷研究所等

以及各地缤纷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风生水起，层出不穷。近十年，

宁波市多次举办民间工艺美术展览，并积极参加全省、全国的工艺美术展，

共有九件作品荣获国家级大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十多件作品获中国

工艺美术“百花奖”“刘开渠根艺奖”，上百件作品获浙江省民间文艺“映

山红奖”、省工艺美术奖等，宁波民间工艺百花盛开，繁花似锦。

山花烂漫时，祖国大地春。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

繁荣的时代，宁波城市当今活跃着数以千计的民间工艺美术工作者，他们积

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潜心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努力实现传统民间工艺“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拓展中外文化市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正

在成为宁波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展示宁波民间工艺美术的亮

丽风采，大力宣传推介宁波城市的文化品牌，宁波市文联和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汇聚了全市当代主要民间工艺家的精品力作，精心编成这部《宁波民间工

艺精品集》，让人们共赏宁波特色的工艺之美，留住宁波城市独特的文化印记，

为建设宁波国际港口名城和打造东方文明之都增光添彩。

周静书

2017 年 9 月 6 日

（作者为宁波市文联原巡视员、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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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漆木雕

朱金漆木雕，又名“宁波朱金木雕”，是根植于浙江东部区域的优秀而古老

的民间手工艺。它用樟木、椴木、银杏等纹理比较细腻的木材精心雕成浮雕、圆雕、

透雕，再经上漆、贴金、彩绘，并运用砂金、碾银、开金等步骤制作完成，是集木雕、

髹漆、妆金等技艺于一体的手工艺品。器物造型古朴生动、金彩相间，故名“朱

金漆木雕”。

“三分雕刻，七分漆匠”，朱金漆木雕的特色主要在于漆而不在雕，依靠贴

金箔和漆朱红来进行装饰，因此雕刻并不讲究精细，而漆工的修磨、刮填、上彩、

贴金、描花却十分讲究。正是这种工艺使朱金漆木雕产生了富丽堂皇、金光灿烂

的效果，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宁波地区的髹漆工艺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而宁波朱金漆木雕

则与汉代雕花髹漆盒金箔贴花艺术同源。至唐代，随着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出现

了彩漆和贴金并用的装饰性木雕，现存宁波保国寺、阿育王寺、秦氏支祠等建筑

装饰上的朱金漆木雕就是此类风格。明清以来，朱金漆木雕普遍应用于民间日常

生活，如日用陈设、佛像雕刻、家具装饰，特别是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婚嫁喜

事中的床和轿。 除千工床、万工轿等较典型的朱金漆木雕家具外，还有用以迎神、

赛会、灯会的雕花朱金木船、鼓亭、台阁等。而今，在宁波的广大农村地区，依

然可以看到家家户户不同程度保存有朱金漆木雕器具，可见其普及率之高和应用

程度之广。2006 年 5 月，宁波朱金漆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朱
金
漆
木
雕

宁
波
民
间
工
艺
精
品
集

3

陈盖洪　1962 年生于工艺美术世家，宁波鄞州人。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金

漆木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1976 年起学习木雕设计制作，先后参与

天童寺、阿育王寺等浙江及苏、闽、皖等地大型佛寺、佛像、佛桌的设

计制作。1988 年创立鄞州中艺雕塑厂。

万工轿（朱金漆木雕）　陈盖洪创作

（获 2009 年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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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暖阁（朱金漆木雕）　陈盖洪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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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贤高　生于 1951 年，奉化裘村人，民间工艺美术家，奉化区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1987 年创办奉化莼湖工艺雕塑厂，作品曾获浙江省工艺美

术特等奖、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浙东头号花轿（朱金漆木雕）　陈贤高创作

（获 2014 年第四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特等奖）



◎

朱
金
漆
木
雕

宁
波
民
间
工
艺
精
品
集

6

琉璃灯（朱金漆木雕）　陈贤高创作

（获 2015 年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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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圣东　1976 年生于宁波奉化，宁波市级非遗项目“甬式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现

供职于宁波市鄞州千工艺术品经营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鄞州区民间文艺家

协会副主席。

 船鼓（朱金漆木雕）　吴圣东等创作

（获 2013 年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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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栲头七弯床（综合工艺）　吴圣东创作

红木栲头甬式小姐椅（综合工艺）　吴圣东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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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刀木雕是浙东地区古老的民间手工技艺，主要应用在佛像的创作上，以此

技艺创作的作品色泽白纯、纹理清晰、刀痕细腻、色彩淡雅、形象生动。它的产

生和发展与当地的历史和环境密切相关。

清刀木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晋太康年间，就有很高成就的作品远涉日

本，一度成为日本后来佛像雕刻的模本。唐宋时期，清刀木雕佛像已经开始繁盛。

南宋后期，随着大批南迁人士倡导佛教文化，清刀木雕佛像技艺日臻成熟。明清

时到达鼎盛时期，宁波木雕成为江南木雕两大派别之一，涌现出大批的从业艺人，

清刀木雕的技艺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清刀木雕以天然的木材为原料，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从汉唐以来“三十二

相”“八十种好”的佛教造像仪规。工匠融绘画、设计、雕刻于一身，制作有复

杂的工艺流程，从备料、设计开始，需经选材、拼接、打粗坯、整细坯、挖心、

嵌眼、修光、裁金、上彩等多道工序。雕刻成的佛像肌体柔软圆润，面容清丽端庄，

眼神慈祥亲切，服饰飘逸，质感细腻，力求将美和爱的特有神韵在作品中完美呈

现出来。

清刀木雕工艺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歇。改革开放后，宁海雕刻工匠黄雍等

人联合老辈艺人共同整理、研究清刀木雕工艺，在继承优良传统和独特风格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走向现代，走向市场，使古老的工艺焕发出更加灿烂的艺术光彩。

2011 年，清刀木雕被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刀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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