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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崇拜，可以追溯到 8000 多年前，到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象征。其中，剪

纸龙是中国文化最为流行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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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龙图腾——民间艺人张富文雕龙艺术展》在株洲市

规划展览馆举行，展出的 9 条形态各异的龙雕，吸引了大量市民

前来观看。当年，他被认定为第四批市级非遗传承人，他的苦竹

根雕龙工艺也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遗项目。

除了木雕手艺，张富文还有一手拿手的厨艺，因此当地有红

白喜事，经常请他去掌勺，这也是张富文的经济来源之一。

不过，他始终把根雕作为毕生追求，在耗时 40 多年，完成中

华民族图腾——中国龙、龙氏家族龙公龙母和 9个龙子共 11条龙

的愿望后，又开始雕刻有关龙、凤的文创作品，不但有木雕，还开

发了竹雕制品……

如今，张富文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开展木雕培训，为木雕爱好

者授课。他说，通过艺术培训，让更多的人学习木雕，这门传统手

艺一定能传承下去。

根雕大龙亮相神农庙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勇跃 通讯员/陈有源） 2 月 2 日下午，被株洲市第一届

神农庙会列为重点展出的三樽根雕大苍龙，从芦淞区白关镇苦竹村“腾飞”而出，直奔神农城

神农塔展厅，供市民游客观赏。这三樽巧夺天工的大龙，是我市一位非遗传承人的杰作，你

想知道他是谁吗？

这位非遗传承人名叫张富文。当天，记

者来到芦淞区白关镇苦竹村，在他家的院子

里，首先看见的是“精气神”“中国龙”和“奇

人”等几个牌匾。大厅房门上面摆放着两块

铜牌，一块是株洲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

“苦竹张富文——根雕龙传承基地”，一块是

大京名胜风景区管委会颁发的“畅游大京旅

游联盟成员单位”。大门的门头上，摆放着

株洲市人民政府公布，株洲市文旅局颁发的

“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芦淞区《苦竹

根雕龙制作工艺》”的牌匾。

1964 年，张富文出生于木雕世家，祖辈

数代人都以木雕为业，在当地小有名气，

“当时本地有 4 个木工名气最大，其中一个

就是我祖父。”张富文兴奋地告诉记者，他

是龙年生人，对龙有着特殊的感情。受家

庭 环 境 的 影 响 ，他 从 小 喜 欢 木 雕 。 12 岁

时，他跟随父亲学习木工手艺，并萌生雕

龙的想法，在学好木工手艺的同时，他把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根雕龙上。

一方红纸 巧手剪龙
晚报策划“读者挥毫 共迎新春”作品选登（剪纸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勇跃

龙年生人，对龙有着特殊的感情

从民间艺人成为非遗传承人

第二期的主题是——剪纸龙和篆刻龙

1 月 13 日，天元区嵩山路街道尚格社区举办“新春集市嘉

年华”活动，株洲剪纸非遗传承人李伟静用一方红纸剪龙，吸

引了众多的市民参与。

李伟静，湖 南 省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会 员 、湖 南 省 剪 纸 研

究会理事 、株洲市民协剪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是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李映明剪纸》代表性

传承人。

李伟静说，一幅好的剪纸作品离不开灵感来源、画面设

计，难度大的作品需要不断打磨修改，甚至耗时数月才能完

成。2017 年起，她和父亲李映明一起开设剪纸培训班，指导更

多剪纸爱好者创作剪纸作品。

伍芬喜是株洲晚报的铁杆读者，在晚报乐活周刊读者群里，

他的聊天表情包独具一格，他跟大家打招呼的“早上好”“新年快

乐”，都是自己的剪纸作品。

收到伍芬喜老人的剪纸后，我对他做了简单的采访。

伍芬喜，家住天元区湘滨逸墅小区。籍贯湖南新化县西河

镇人，今年 82 岁。1960 年初中毕业，考取株洲铁路运输机械学

校（后改成株洲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在铁路部

门当站务员。他从小爱好剪纸。真正剪纸是入伍后一年多开始

的，在《战友报》上看到别人发表剪纸，他想尝试投稿，便剪了几

张剪纸寄到《战友报》。

1965 年《战友报》刊登了他的第一张剪纸作品。当晚大家

看电影去了，他在宿舍里洗脚，连里的通讯员拿着《战友报》来找

他，大声叫喊：“老战友、老战友，你的剪纸登报了！快来看！”当

时，他激动得猛地站起来，把洗脚的盆子都踏翻了。

剪纸作者：李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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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龙需要好的木材，为了求得上好的木

材，他经常进入深山老林，亲自选材、伐木、运

输，然后反复打磨，以求得最理想的效果。

有一天他在山野寻龙迹，忽遇一桩，形态

与神态皆若天龙。眼前一亮，欣喜若狂，赶紧

喊来朋友，一同把这龙桩抬出山野，侍奉于家

中。家人一见这龙桩，也啧啧称奇。一传十，

十传百，张富文寻得龙桩的消息不胫而走，四

乡八邻来看奇观，皆言张富文与龙有缘。

经过多年的精雕细刻，2016 年，长 8.8

米、腹部直径 1.2 米、重达半吨的龙雕神品

“中华巨龙”终于问世，这距离他偶遇树根，

已经过去了整整 20年。

传说中“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能不能

在同一组作品里将龙及其孕育的九个不同

的龙子集体展现出来，这是张富文萌生雕龙

的想法以来最大的梦想。

1996年，张富文花费2万元购买了一根上等

楠木树根，其形状非常适合雕刻一条巨龙，到

1998年，他耗时一年多分别雕成长4.4米和4.6

米的龙公龙母，两龙合一，活灵活现。随后的几

年里，在他的匠心雕刻下，老大囚牛、老二睚眦、

老三嘲风、老四蒲牢等9条“龙子”相继完成雕刻。

他将这些姿态各异的龙子和龙公龙母组

合在一起时，视觉效果爆棚，用鬼斧神工来形容

一点也不夸张，这也成为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为“中华巨龙”耗费20年心血

张富文和他的根雕龙。通讯员/陈有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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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湘东民俗，神龛文化是一个

绕不开的话题，在湘东农村，几乎家

家户户都会供奉神龛，而株洲博物馆

收藏的民国时期的红漆鎏金雕刻人

物龙凤纹长方形带柜四足座木神龛，

则是湘东神龛文物的一件精品。

这件神龛制作有多精美？3米多

高，近1米宽，红漆为底，鎏金雕刻，多

层叠建，每层浮雕、镂雕的形象十分

丰富，龛顶有两条巨龙戏珠，一旁有

凤和鸣，往下则是各路神仙、神兽、植

物等形象，龛柱则有龙盘绕，雕刻工

艺精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再往

下是柱间，设计有木台，下部为神柜，

用于存放祭祀物品。

神 龛 主 要 用 于 供 奉 神 像 和 灵

牌，龙文化是其中重要一环。龙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具

有神秘而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人

们相信龙是天神的化身，能够掌控

风雨、保护人民的安全。因此，人们

将龙雕刻在神龛中，以祈求龙的庇

佑和保护。随着社会的发展，神龛

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民间信

仰的一部分，人们将神龛置于家中，

以祈求家庭的平安和幸福。

西周晚期夔龙铜鼎。 通讯员供图

解读株洲博物馆里的龙文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张敬尧

龙，自古即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

国人以龙为祖，唯龙是尊。作为神话

传说中虚构的神异动物，龙体长威严，

上天入水，兴云降雨，以神秘、刚健、智

慧、尊贵的形象，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

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2024 年 是 甲 辰 龙 年 ，株 洲 博 物

馆收藏有 50 余件关于龙的文物，这

些文物包括青铜器、金银器、陶瓷器

等。近日，《株洲晚报》记者走进株

洲博物馆，为您解读株洲博物馆里

的各种龙，感受龙对株洲这片土地

的影响。

与此同时，株洲博物馆在龙年来

临之际，推出“博物馆里过大年”龙行

中华——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

展览不仅有龙的相关文化知识，还有

与龙相关的文物。

要 说 株 洲 博 物 馆 最 古 老 的

“龙”，西周夔龙青铜鼎上的夔龙是

其中之一。

这只鼎 1997 年出土于芦淞区白

关镇，是一座春秋时代的铜鼎，它高

15.5 厘 米 ，口 径 14 厘 米 ，距 今 已 有

2700 多年。青铜鼎的周身刻有精细

流畅的夔龙纹，呈“张口、卷尾的长

条形”“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如

同夔龙盘在鼎身，具有一种神秘古

拙的美感。

铜鼎是商周时期用于烹煮肉食、

实牲祭祀和宴飨的食器，也是用以

“别上下、明贵贱”的重要青铜礼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中国

传统社会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作为

沟通天地的青铜鼎，古人将龙融入礼

器之中，也是希望得到神灵与祖先的

庇佑。

夔龙是中国古代传说的九龙之

一，《山海经》描写夔龙是：“状如牛，

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

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夔龙纹

是商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装饰纹之

一，是当时王权和神权的象征，寓意

吉祥、尊贵和守护。

株洲博物馆收藏了多面带有龙

纹的铜镜，论做工之精美，这面唐代

龙纹铜镜占有一席之地。

只见这面铜镜背面，有一幅栩栩

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两条巨龙一爪

托地，其余三爪及龙的身躯皆飞舞于

天空，二龙大口张开，怒而吞珠，周围

还环绕着几朵祥云，将大唐气势展现

得淋漓尽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铜镜在中国文化中，文化寓意深

厚，铜镜背饰有龙纹古已有之。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

寻常的象征意义，龙纹饰从国之重器

到寻常用品都有运用，经过数千年的

发展演化，千姿百态的龙形器物，逐

渐脱离了神性，少了几分神秘，多了

几分亲切，龙的形象也从神坛逐步走

向世俗，走进了百姓生活。这面唐代

龙纹铜镜，便是龙形象逐渐生活化、

世俗化的一个证例。

株 洲 博 物 馆 里 ，与 龙 有 关 的 文

物类型，数量最多的莫过于陶瓷，其

中最精美的一件陶瓷文物，就是这

件民国时期的醴陵窑双龙戏珠纹瓷

香炉。

这件醴陵窑双龙戏珠纹瓷香炉

高 13.8 厘米，宽 22 厘米，通体以釉下

五彩瓷为基底，釉面温润如玉，色泽

绚丽。香炉的炉身设计别具一格，采

用四足鼎立的形态，使整体器型更加

稳定且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炉身

饰有双龙戏珠纹案，线条流畅，形象

生动，充满了动感。双龙环绕着一颗

火焰状的宝珠，仿佛在争夺珠宝，十

分引人入胜。炉身两侧，分别饰有龙

头，龙头之下是镂空，设计精巧，可供

系挂，方便提携，也增加了香炉的整

体艺术观赏性。

香炉是古代文人雅士必备的器

具之一，常常用于焚香祭天或者静心

修行。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神内涵，体现了古代人们对天、地、神

的敬畏之情以及对自然、宇宙的探索

与向往。双龙戏珠则是清代以来经

典的纹样，非常具有历史气息。

民国以来，由于瓷器烧制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提高，瓷器的品质与精美

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民国时

期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发展的一个重

要节点，民国醴陵窑双龙戏珠纹瓷香

炉不仅见证了醴陵瓷器烧制技艺的

高超水平和发展历程，也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深入了解古代人们信仰、文化

和生活方式的窗口。

西周晚期夔龙铜鼎1

唐代龙纹铜镜2

民国醴陵窑双龙戏珠纹瓷香炉3

民国红漆鎏金雕刻人物龙凤纹
长方形带柜四足座木神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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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红漆鎏金雕刻人物龙凤纹长方形带柜四足座木神龛。通讯员供图

民国醴陵窑双龙戏珠纹瓷香炉。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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