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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田县温溪镇，“浙江省书协
刻字委员会青田创作基地”远近闻
名。

一进门，幽幽木香扑面而来。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温溪传统刻字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项长春正在指导学员如何刻字。
宽大厚重的非洲梨花木在项长春手
中渐渐成了一幅艺术作品。

项长春先在宣纸上挥毫写下作
品，然后在木板上一番粗刻、细刻，三
角刀、斜口刀、平口刀、圆刀等 20多把
刻刀运用自如。他以刀代笔，采用

“阴刻与阳刻”两种基本刻制方法，备
料、选料、裁取、打磨、设计、雕刻、上
漆贴金……整个过程工艺精湛，做工
精细。

400 多平方米的创作基地展厅，
悬挂着 100 多幅独具创意的书刻作
品。每一幅都独具艺术特色。

1971年出生的项长春，是土生土
长的青田县温溪镇人。他顺其祖父
辈开始涉足“刻字”这门手艺。祖父
项品献早在 1949 年前后已将刻字作
为谋生的技能。父亲项宝楚在上世
纪 80 年代渐渐成为温溪一带颇有名
气的“雕刻家”。项长春从小耳濡目
染，15 岁左右已经掌握基本雕刻手
法，初中毕业后选择了美术专业，另
又修了书法课程。在他看来，书法美
术雕刻相辅相成，专业的理论学习让
雕刻有了扎实的基础，其雕刻技艺因
此更具专业性。毕业后，他放弃了教
师岗位，立志继承祖业把刻字技艺传
承下去，他跟随父亲到各地的庙里画
壁画、刻牌匾 .从事楹联、匾额等各类
雕刻制作。

期间，项长春去大学再深造，在
传统刻字上进行了创新，成为业界一
匹黑马。他既有学院派的美术基础，
又有传统民间艺术的实践经验，他精
于传统刻字、绘画、书法、摄影等多种
艺术形式，还率领团队在全国第十
届、十一届、十二届书法篆刻展和第
八届、九届、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展
上获得斐然成绩 ，被称为“青田现
象”。

项长春善于利用木材的不同特
性，来创作风格多变的作品，他在韩
国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
中获“委员长奖”的作品《太鹤山》，就
是 由 一 块 质 地 细 密 的 樟 木 创 作 而

成。整幅作品突出一个“山”的字形，
在构图上利用山的形态形成整幅作
品的黄金分割线，而“太鹤”两字隐在

“山”字里面，表达了“义形刻字”的形
式与意向营构的境界营造。

古代传统刻字，书家与刻工是分
离的，现代刻字则不同，书写者同时
是篆刻者。项长春突破以往“你写我
刻”的限制，进入“自书自画自刻”的
现代雕刻局面，使作品融入了雕刻人
的灵魂。刻字成了第二书法的创作，
融入了四维的时空构成。

刀随心动，刻出个性，他把技术
活、工匠活提升为了“艺术活”。赋予
了刻字艺术二次生命，把传统手工艺
提升到一个地区的文化上来传承和
发扬。

项长春通过师带徒、举办培训等
方式进行传承。创作基地曾吸引西
班牙、浙江省内各高校及中小学学生
前来体验刻字，并举行每月两次的刻
字公益培训。目前已带徒弟 100 余
人，分布于我市各个县（市、区）。每
年 慕 名 而 来 制 匾 的 人 遍 布 全 国 各
地。其中，木刻字代表作品有青田山
口镇《青田石雕城》《徐岳军石雕艺术
馆》、丽水南明山《漉雪亭》《抱擈亭》

《松风亭》《梦溪亭》《印月亭》楹联，应
星楼《停涛轩》《怡翠亭》，古堰画乡

《竹韵画艺》、青田县石门洞《石门书
院》《诚明斋》等。

他还通过进学校、进课堂授课等
活动，建立传承基地。通过书法创
作、雕刻技法和色彩运用，在木质材
料上打造立体的汉字形态，由文字书
写、材质肌理、刀法表现、色彩构成等
部分组成，并以此来表达主题思想。

近日，喜讯传来，省人民政府正
式公布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青田县“温溪传
统刻字技艺”非遗项目名列其中。

“当刀具在木板上行走，那种篆
刻 艺 术 之 美 的 寻 觅 感 是 无 法 言 说
的。”项长春以刀为笔，力透秀木，与
木结缘。他的刻字艺术作品就像一
首无言的诗，一部无曲的乐章，承载
着他的学识、修养、志趣。他将书法、
雕刻、绘画、雕塑、装饰工艺等综合艺
术融于一体，从而化为一种新颖的

“大书法”，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列为与
书法、篆刻同等的艺术门类，目前在
我省乃至全国均属一流。

温溪传统刻字技艺打造立体的汉字形态

以刀为笔，力透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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