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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绍兴是水乡，历来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制舟造船时必须要用一种

桐油配制的“油泥”，作为填充加固的重要材料。几千年以来，勤劳聪慧

的越地先民利用油泥既可软化塑形，又能在常温下自然干燥、质地坚硬不

朽、可塑性极强等特点，应用于庵堂、庙宇、家具、生活用品等器物上，

通过“漆艺彩绘”手艺，精雕细琢，制作成各种“图案”、“画图”，形成“堆

塑”艺术作品，起到装饰和美化作用。

民国初期，绍兴城内市后街有一家“祥和漆饰店”，店主名叫朱阿源，

他将油泥运用在酒坛上进行“堆塑”、“画花”，从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绍

兴花雕”作品，并将这一工艺制作技法流传下来。

“堆塑”，即民间艺人用桐油、瓷土粉、矿物质颜色加以拌和搡制而成

的油泥材料，根据物件图样的内容，把油泥坯料堆塑成立体浮雕形像，俗

称“油泥堆塑”。

“彩绘”，即民间艺人自制配色的各种色漆，应用于堆塑、沥粉工艺制

作的各种图像，进行调配上漆、着色，绘制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画图。

俗称“漆艺彩绘”。

“堆塑”、“沥粉”（俗称挤粉）、“彩绘”三大工艺都具有油漆工艺的主

要制配特点，反映了我国传统漆画和民间漆作手艺的创造魅力！

1966年 6 月中旬，“文革”开始，我随师回乡，在农村以油漆家具谋

生度日。当时，对油漆工艺的认识和学习，是从乡人结婚时必须用沥粉漆

画工艺美化新家具开始的，在实践中渐渐积累了漆艺制作能力，为从事“油

泥堆塑”、“沥粉工艺”、“漆艺彩绘”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2年，由于国家外贸创汇的需要，绍兴酒厂重新恢复花雕酒坛生

产制作，我随师学艺又进了酒厂。1975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花雕

前　言 01

徐复沛简介

徐复沛，1946 年 2 月出生，又名（阿沛），浙江绍兴人，大专学历。1987 年兼任绍兴

市政协常委，1989年评聘为高级工艺美术师。1991年评聘为省首届工艺美术大师，1993

年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7年—2006年连续五届为绍兴市优秀拔尖专业人才，学术

带头人。

1965 年师从民间老艺人蔡阿宝先生（浙江绍兴东浦人）。长期从事绍兴花雕民间美术

创作工作。1985 年以来历任绍兴市酿酒总公司（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花雕车间主

任、厂长、设计主任等职。设计花雕品种 28件，作品 200多幅，有六十多次获国内外专

业评比金奖、大奖、优秀奖。其中有 5件花雕外观设计获国家专利。1988 年被列为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国宴专用礼品，多次作为外国元首、使节访华的国礼被珍藏。他会设计、雕塑、

又擅长中国人物画，有专业论文五十多篇，多次在国内外发表展出、收藏。还培养了年轻

美工二百多名，为创立地域文化特色的花雕系列产品，成为中国酒文化艺术珍品，作出了

显著的成绩。是绍兴花雕民间工艺美术的主要继承和开拓者，是省、市“非遗”文化绝艺

的唯一代表性传承人。1997 年国家轻工总会审定为全国工艺美术优秀专业技术人才。2002

年以来，参与筹建中国黄酒博物馆，任陈列设计组组长，设计创作了四十多幅越塑、铜雕、

石雕、砖雕等不同材质雕刻的酒文化艺术作品，在黄酒博物馆永久陈列展示。2012 年 4 月

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邀请前往讲学，为传播中国民间文艺进行学术交流，成为民间

文艺的友好使者。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民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非

遗”保护协会塑艺、陶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绍兴市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兼文

化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被聘为绍兴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浙江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黄酒学院、绍兴中专学校客座教授。其作品事迹在《世界美术家集》、《中

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等辞书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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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被迫终止生产。我被留在酿酒生产车间，油漆酿酒生产工具。这期

间，我查阅了相关书籍，对传统漆艺制作的配料和技法，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和提高。

1978年，花雕制作再次恢复生产。当时，老艺人已退休。绍兴酿酒

总厂（绍兴酒厂）组建了花雕创作室，我任主任之职，担当起传承、创新

之责，一边创作“堆塑”作品，一边组织制作批量花雕酒坛，使传统“漆

艺彩绘”制作工艺又获得了生机。

1980年，有 20多名年轻职工，分两批进花雕车间从事学艺工作。他

们大部分是酒厂职工的子弟，虽有初、高中文化程度，但缺乏美术专业基

础，要组织批量生产出口创汇，令我惶恐不安，时存“推辞”之念。

当时，在总厂领导的支持下，我被推荐去原浙江美院装潢系培训学习。

与此同时，我吸取了陶瓷厂模具成型的技术方法，把自己创作的油泥堆塑

作品制成石膏模具，让缺乏美术基础的年轻职工翻模操作。经过三个月的

专业辅导和培训，他们最终能动手批量制作花雕酒坛。

20世纪 80年代中，我除了应客户需求设计创作了一大批堆塑作品，

并制作成模具指导学徒们在酒坛上制作生产，还自选题材，创作壁画、壁

挂、花雕酒坛作品，参加国内外专业评选、展览活动。我当时创作在模板

上的堆塑作品，就成了至今留存出版的原创作品了。

当初，由于条件有限，所创作品的板面，是从酒厂木工车间内废弃

的零角片材拾来利用的。如长 2.1 米、宽 0.9 米的大型壁画《励精图治》，

以越国“奋发图强”的历史为主题，堆塑了 80多个人物和 20多处的外

景物体，气势恢宏，引人入胜。此原创作品，从 1985年春季开始制作至

1986年秋季才完成。是年 12月 31日在《绍兴日报》第三版上，由唐学

慧记者撰文、石皎月记者摄影，并以民间工艺美术“油泥堆塑”的名称，

首次向公众进行了客观报道和宣传。

20世纪 90年代初，原浙江美院肖锋院长为绍兴湖塘村胡阿寿先生

《八十一神仙图》的堆塑彩绘作品，题词“塑中有诗”，并以“越塑”命名。

到了 2010年后，在浙江省美术专家宋浩霖、高而颐、都一兵、高照等美

院教授提议支持下，把我在近半世纪以来创作的堆塑作品，定性为“越塑”。

其定义为：传承于古越历史流传下来的“油泥堆塑”。近几年凭着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在原来传统工艺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实践技法的创作品，为

与“花雕”称谓之区别，冠以“越塑”正名，利于传承、发扬。

现整理出版作品集，既为正历史文化之实，也乃求同仁教正，并供研

究参考之用。若能达以上目标之一二，实为作者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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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吸取了陶瓷厂模具成型的技术方法，把自己创作的油泥堆塑

作品制成石膏模具，让缺乏美术基础的年轻职工翻模操作。经过三个月的

专业辅导和培训，他们最终能动手批量制作花雕酒坛。

20世纪 80年代中，我除了应客户需求设计创作了一大批堆塑作品，

并制作成模具指导学徒们在酒坛上制作生产，还自选题材，创作壁画、壁

挂、花雕酒坛作品，参加国内外专业评选、展览活动。我当时创作在模板

上的堆塑作品，就成了至今留存出版的原创作品了。

当初，由于条件有限，所创作品的板面，是从酒厂木工车间内废弃

的零角片材拾来利用的。如长 2.1 米、宽 0.9 米的大型壁画《励精图治》，

以越国“奋发图强”的历史为主题，堆塑了 80多个人物和 20多处的外

景物体，气势恢宏，引人入胜。此原创作品，从 1985年春季开始制作至

1986年秋季才完成。是年 12月 31日在《绍兴日报》第三版上，由唐学

慧记者撰文、石皎月记者摄影，并以民间工艺美术“油泥堆塑”的名称，

首次向公众进行了客观报道和宣传。

20世纪 90年代初，原浙江美院肖锋院长为绍兴湖塘村胡阿寿先生

《八十一神仙图》的堆塑彩绘作品，题词“塑中有诗”，并以“越塑”命名。

到了 2010年后，在浙江省美术专家宋浩霖、高而颐、都一兵、高照等美

院教授提议支持下，把我在近半世纪以来创作的堆塑作品，定性为“越塑”。

其定义为：传承于古越历史流传下来的“油泥堆塑”。近几年凭着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在原来传统工艺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实践技法的创作品，为

与“花雕”称谓之区别，冠以“越塑”正名，利于传承、发扬。

现整理出版作品集，既为正历史文化之实，也乃求同仁教正，并供研

究参考之用。若能达以上目标之一二，实为作者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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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散花

创作时间：1980 年 4 月　　长 29.0 厘米，宽 14.0 厘米

作品选题于佛经《维摩经·观众生品》，文曰：“维摩室中

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附。

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唐代诗人宋之问在《设斋叹佛文》

中称：“天女散花，缀山林之草树。”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活的

吉祥美好憧憬。

根据戴敦邦先生 1979 年 1 月出版的《传统题材图稿》画

作为参考，进行堆塑创作，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这

是唯一制作的一坛。曾获 1981 年华东地区首届包装装潢设计

评选“华东大奖”。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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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散花

创作时间：1980 年 4 月　　长 29.0 厘米，宽 14.0 厘米

作品选题于佛经《维摩经·观众生品》，文曰：“维摩室中

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附。

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唐代诗人宋之问在《设斋叹佛文》

中称：“天女散花，缀山林之草树。”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活的

吉祥美好憧憬。

根据戴敦邦先生 1979 年 1 月出版的《传统题材图稿》画

作为参考，进行堆塑创作，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这

是唯一制作的一坛。曾获 1981 年华东地区首届包装装潢设计

评选“华东大奖”。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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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凤
呈
祥

创作时间：1981 年 2 月　　长 15.5 厘米，宽 11.0 厘米

根据传统题材、图案，设计创作“双喜团圆”、“龙凤呈祥”

堆塑图案。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用于“婚庆喜贺”、“成

双佳配”、“吉祥如意”、“腾龙翔凤”的喜庆盛典活动，很受国

内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老寿星

创作时间：1982 年 1 月　　长 9.5 厘米，宽 9.5 厘米

寿星，本为星名，即老人星，又称南极老人星，亦称南极

仙翁。该形象以华三川先生年画为范本，由面向右边改为左边，

以姿态变化不同的方向，手捧仙桃，携带葫芦美酒，由鹿、鹤

相随，满面慈祥，笑容可亲，体现了福、禄、寿、禧长寿之尊、

之神象征。

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此

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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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时间：1981 年 2 月　　长 15.5 厘米，宽 11.0 厘米

根据传统题材、图案，设计创作“双喜团圆”、“龙凤呈祥”

堆塑图案。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用于“婚庆喜贺”、“成

双佳配”、“吉祥如意”、“腾龙翔凤”的喜庆盛典活动，很受国

内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老寿星

创作时间：1982 年 1 月　　长 9.5 厘米，宽 9.5 厘米

寿星，本为星名，即老人星，又称南极老人星，亦称南极

仙翁。该形象以华三川先生年画为范本，由面向右边改为左边，

以姿态变化不同的方向，手捧仙桃，携带葫芦美酒，由鹿、鹤

相随，满面慈祥，笑容可亲，体现了福、禄、寿、禧长寿之尊、

之神象征。

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此

为模板原创作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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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晓

创作时间：1981 年 3 月　　长 14.5 厘米，宽 10.5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图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在酒坛画面进行命题创作。作品用沥

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

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此

为模板原创作品。

春
江
水
暖

创作时间：1981 年 3 月　　长 10.0 厘米，宽 8.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一批花鸟题材为主的堆塑

图面。这是首次用油泥堆塑方法在酒坛画面的创作。作品用沥

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的装饰风格。应用在花雕酒坛一

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

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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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晓

创作时间：1981 年 3 月　　长 14.5 厘米，宽 10.5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图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在酒坛画面进行命题创作。作品用沥

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

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此

为模板原创作品。

春
江
水
暖

创作时间：1981 年 3 月　　长 10.0 厘米，宽 8.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一批花鸟题材为主的堆塑

图面。这是首次用油泥堆塑方法在酒坛画面的创作。作品用沥

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的装饰风格。应用在花雕酒坛一

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

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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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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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时间：1981 年 8 月　　长 15.0 厘米，宽 10.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以梅、竹、雀命题在酒坛画面进行创

作。作品用沥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在

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

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花鸟同艳

创作时间：1981 年 4 月　　长 14.0 厘米，宽 11.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在酒坛画面进行命题创作。作品用沥

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

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此

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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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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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时间：1981 年 8 月　　长 15.0 厘米，宽 10.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以梅、竹、雀命题在酒坛画面进行创

作。作品用沥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在

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

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花鸟同艳

创作时间：1981 年 4 月　　长 14.0 厘米，宽 11.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在酒坛画面进行命题创作。作品用沥

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在花雕酒坛一公

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后批量制作。此

为模板原创作品。



008 009

紫藤秋韵

创作时间：1981 年 9 月　　长 14.5 厘米，宽 10.5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以雀、鸟、花枝命题在酒坛画面进行

创作。作品用沥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

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

后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夏
宵
幽
鸣

创作时间：1981 年 8 月　　长 16.5 厘米，宽 10.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以雀、鸟、花枝命题在酒坛画面进行

创作。作品用沥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

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

后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008 009

紫藤秋韵

创作时间：1981 年 9 月　　长 14.5 厘米，宽 10.5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以雀、鸟、花枝命题在酒坛画面进行

创作。作品用沥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

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

后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夏
宵
幽
鸣

创作时间：1981 年 8 月　　长 16.5 厘米，宽 10.0 厘米

根据旅游部门需要，设计创作了以花鸟时季为主的堆塑画

面。采用油泥堆塑方法，以雀、鸟、花枝命题在酒坛画面进行

创作。作品用沥粉工艺题字，反映了诗情画意装饰风格，应用

在花雕酒坛一公斤装画面，很受国内旅游市场欢迎，制成模具

后批量制作。此为模板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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