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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县衙

“我的技艺源自民间，也希望回
归民间。”杨国峰说，他希望有更多
的展示作品的机会，比如非遗进校
园、进乡村等活动。他还希望有更
专业、经验更丰富的专业文化推广
机构参与进来，又或者有一个固定
的场馆可以展示包括纸上浮雕等在
内的非遗文化，从而更好地将非遗
文化传播出去。

说起收徒传艺，杨国峰的脸上

透出一丝严肃。他说，近几年随着
他的作品影响力逐渐扩大，有30多
人提出要向他拜师学艺，他都拒绝
了，“纸上浮雕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需
要美术、书法、雕刻等多方面的深厚
功底，得有手上、眼里、心里的功夫”，
目前他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杨老师的纸上浮雕有传承，有
创新，这是对传承非遗文化很好的
榜样和借鉴。”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管非遗工作的产业发展股副股
长叶华香说。近年来，该县文广旅
局大力推动非遗项目开展进乡村、
进校园、进广场、进文化站，利用传
统节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
非遗宣传、展示展演等活动，举办了
叶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
拍摄非遗专题片在各个网络平台播
放，每次活动都会邀请杨国峰等非
遗传承人参加。

源自民间 期盼回归大众

叶县纸上浮雕：

刻刀纸上舞 万物皆入画
在叶县，有这样一个人，他打破传统雕刻材质范畴，用刻刀雕刻，融

合雕刻、绘画、书法等工艺手法，将绘画、书法乃至摄影作品通过转印或
描图后雕刻在一种特殊的纸上，呈现出来的作品线条流畅、画面传神、
对比强烈。2019年12月27日，他的“纸上浮雕”入选叶县第三批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月17日，记者在叶县县城见到了被誉为中国

“纸上浮雕”第一人的杨国峰。

今年 69 岁的杨国峰现居叶县县
城，老家在叶县邓李乡杜杨村。家里
从祖上五代起就有人精通雕刻技艺，
一直传承至今。“据老辈人讲述，我太
老（祖父的父亲）是十里八乡闻名的匠
人，精通泥瓦活、木工和雕刻，还会砖
雕、绘画，村里谁家修房盖屋都会请他
去。”

杨国峰说，到他的祖父杨群艺和
父亲杨保申时，木雕技艺得以流传下
来。“小时候，我常看父亲干活。”杨国
峰说，一般木雕是先在木板上画出要
刻的图案，再用锉、刨刃等工具雕刻成
形，然后经过打磨、铺底、上漆等程序，
最后用木胶、钉子将图案镶嵌到家具
上做装饰。

耳濡目染，幼年的杨国峰熟悉了
木雕制作的流程，也渐渐对雕刻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他找来家里的断锯
条，磨出尖刃，以此来当刻刀。自己也
学着父亲的样子，在桐木板上画上“盒
子枪”的形状，然后用刀雕刻出来，一
把玩具枪就做成了。后来，识字多了，
他还尝试过在萝卜、泥块上刻字。上
初中时，他已经能熟练刻出一些图案、
文字。“那时候看见啥都会琢磨‘这东
西能不能刻’。”杨国峰说，在父亲的指
导和自己摸索下，他逐渐掌握了扎实
的雕刻基本功。

1975年参加工作后，他广泛涉猎，
摸索着学习了书法和绘画，其中书法
方面精通楷书、隶书、行书、草书、魏
碑。另外，他还精通剪纸、篆刻等技
艺。

在书画艺术上的摸索钻研也让杨
国峰收获颇丰。1990年，他成为河南
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2007年9月，他
获得河南省“庆国庆统战杯”书法展优
秀奖；2009年至2011年，他的书法作品
连续3年入选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群众
书法展；2011年，他被河南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被河南省民间工
艺美术资格委员会认证为民间剪纸工
艺美术家；2013年，他成为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

祖传雕刻
自学多门技艺

谈到如何创造出纸上浮雕这种
全新艺术形式，杨国峰说，其实这是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

2000 年，在一次聚会中，一位
朋友问道：“老杨，你在啥东西上面
都能雕刻，你试过在纸上雕刻出东
西吗？”一旁的朋友说：“纸那么薄，
怎么能雕刻呢？中国这么大，能人
这么多，要能刻成早就有人干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国峰
说：“这个想法让我产生了好奇，很
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究竟纸上能不能雕刻？试了才
知道。工作之余，他跑遍了叶县周
边的书店、纸张门店，寻找适合雕刻
的纸材，后来又去平顶山和许昌，

“啥都试了，但没有一样能刻的，不

是太薄就是太厚。”杨国峰说，纸上
浮雕不同于剪纸，剪纸需要将纸镂
空，而纸上浮雕是通过雕刻纸上层
的颜色层，露出下面的部分，从而表
达出线条和形状。“那时候，找到一
种没尝试过的纸都很激动，结果一
试，太软的纸一刻就透，太硬的纸刻
不动，容易掉色的纸也不行。”杨国
峰说，找了将近3个月，他觉得希望
渺茫，产生了放弃的想法。

后来，在郑州一家大型纸张经销
店里，他找到了理想的纸材。“这是我
能找到的第66种纸张。这是一种红
色白底卡纸，颜色牢固，上层的颜色
没有渗透到下层，雕刻后可露出白
底，线条鲜明，刻出来的作品也适合
长期收藏。”杨国峰说。

最开始，杨国峰用自制工具创
作纸上浮雕，“这是用缝纫机针改制
而成的刻刀”。他拿着一个一端装
着钢针的木柄工具对记者说，有时
他也用钢锥或者有锐利小尖的刀片
雕刻。不过这三种工具都不好用，
雕刻速度慢不说，还容易割伤手。

经过不断摸索和探寻，杨国峰
发现一种电磨非常好用。他拿起工
作台上一把类似手电钻的工具说，
这是他最常用的雕刻工具，“这叫模
具电磨，可更换二三十种大小粗细
不同规格的磨头，还可以控制转速，
容易掌握力道”。经过不断钻研、革
新后，他的纸上浮雕技艺变得成熟
稳定，2012年，杨国峰的纸上浮雕获
得国家专利。

创新形式 纸上浮雕诞生

在杨国峰的家里，到处都可看
到他的纸上浮雕作品，有的挂在墙
上，有的摆在桌边，还有的卷起来放
在一个房间里，这些作品有《清明上
河图》《昆阳古八景》《叶县县衙》《十
二生肖》《八骏图》，有伟人肖像，还
有各种花鸟鱼虫等一百多幅。

杨国峰介绍，《清明上河图》是
他 2012 年创作的大型作品。长 8
米、宽0.3米，宏大壮观、刻画细腻，
将原作的气势、场面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个作品花了我两年时间。”他

说，创作时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平心
静气、运刀自如，既要刻画出流畅的
线条，还要保证纸张不被刻穿，全都
得益于深厚的书法、绘画、雕刻功
底。该作品在“2013中国（开封）清
明文化节”暨“中国开封首届工艺美
术展”活动中获得银奖。

《昆阳古八景》是杨国峰的又一
力作。作品长 6米、宽 0.3米，刻画
了叶县古代的问津古渡、玩龙仙台、
王乔飞凫、诸葛遗墟、石门嘉遁、欧
阳故里、讲武高台、澧水长桥八处景

观和与相关的诗句。
近日，杨国峰的纸上浮雕作品

《莲年有鱼》还被选送参加 2021年
10月 26日至 10月 31日举办的韩国
手工艺品国际交流展，随后参加国
内巡展。他正在创作纸上浮雕长卷
《昆阳之战》，该作品以连环画的形
式展现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
名战例——昆阳之战，作品长 36
米、宽0.3米，包含122幅图画和大量
文字。这件作品从 2016 年开始策
划准备，目前已创作了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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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付文龙文/图

杨国峰在创作纸上浮雕作品《昆阳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