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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记者 李皖婷 文/图

今年43岁的洪建华，中等身材，一头浓
密的黑发衬着清秀的五官，笑起来带着几分
腼腆……站在对面，你很难把他同“安徽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派竹刻传承人”、故宫自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收藏的现代民间竹
刻作品“竹林七贤”的作者身份联系在一
起。可一说起竹木雕，他立刻精神抖擞，浑
身散发出光芒。

昨天上午，洪建华带着他和徒弟创作的
100多件竹木雕作品来到合肥，将在安徽博
物院新馆展出两个月。别看它们其貌不扬
地待在玻璃柜里，但要是你真的看到半米高
的竹子上刻出90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而
且个个是浮雕，恐怕也会啧啧称奇。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会议明确将在福建

设立自由贸易园区。与1980年设为经济

特区相比，自贸区的设立则以中国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为大背景，是站在新的起点上，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打破制度障碍，创造

公平竞争环境，加快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步

伐的重要战略举措。

为更好地迎接福建自贸区时代的到来，

12月23日上午，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

会指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

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办，禹洲集团承

办的“福建自贸区与企业发展机遇论坛暨禹

洲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在厦门禹洲广场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主席林军出席会议，福建省侨联主席

王亚君、厦门市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庄亨

浩及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分别致辞，

福建省、厦门市相关领导莅临现场。

来自两岸三地的知名企业家、学者围绕

“合作、发展、创新”这一主题，就福建自贸区

未来模式进行了研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

理事、资深研究员李津逵，中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董事总经理诸建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李非，台湾国政基金

会科技经济组副研究员谭瑾瑜分别进行了主

题演讲。随后，与会者围绕福建自贸区成立

所带来的大时代发展机遇开展圆桌对话交

流。央视著名主持人陈伟鸿全程主持。

作为福建省领先的民营企业，禹洲集团

发展20年，现已成为集房地产开发、商业投

资、酒店运营管理、物业管理、信息通讯产业、

金融、贸易为一体的多元化、大型综合性集团

企业，覆盖“地产、信息通讯、金融”三大业务

板块，旗下拥有禹洲地产、纵横集团两大独立

的集团公司。

禹洲在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不

忘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累年向社会各界

慈善捐款，累计超亿元。时值禹洲集团成立

20周年和新办公楼禹洲广场启用之际，禹洲

集团没有举办庆典活动，而是以成立禹洲公

益基金会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庆祝，向社

会传达了满满的正能量。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归国

华侨联合会主席林军，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

彦，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飞，厦门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郑道溪，厦门市政协主席陈修

茂，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菱，原福建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厦门市市长朱亚衍

先生，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共同启动

揭牌仪式，标志着禹洲公益基金会正式成

立。该基金会由禹洲集团发起设立，注册资

金200万，并获禹洲集团捐赠2000万元人

民币，主要用于教育、文化、环保、赈灾等公

益事业。随后，林龙安先生代表禹洲公益基

金会向中国侨联捐赠500万作为侨联发展

基金，向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分别捐赠100

万元作为贫困生助学基金。

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表示，在习

主席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指引下，禹洲集团

也将携手全体禹洲人共铸“禹洲梦”，为社会

持续创造城市未来新价值，通过慈善、公益等

形式不断传播正能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奉献己身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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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寂寥的徽州竹刻又

热起来，慕名来找洪建华学习雕刻的人也越

来越多。“有老人退休后想培养个兴趣爱好

的，也有年轻人看竹木雕卖得贵想把它当做

挣钱的营生的。”不过让洪建华有些遗憾的

是，真正能沉下心来学雕刻的人太少了。

“学这门手艺没有三年的基本功是学

不会的，他必须放掉一切，舍弃一些东西，

来学这个雕刻。所以专心学这门手艺的

人就越来越少了。”

洪建华有个工作室，他说自己在挑选徒

弟的时候都要先给报名的人三个月时间考

虑清楚，因为一旦进了工作室学艺，就至少

是三年的时间，而且是没有钱赚的三年。因

此，只有那些真正爱好竹雕的人才会被留下

来。洪建华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时下很多

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的问题。

洪建华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爱好

竹刻，不要让这门传统的艺术慢慢衰亡下

去；而他自己也会为徽派竹刻艺术守住其

核心价值，既保持传统的手工技艺特点，

又根据社会的需要做适当的创新和发展，

做出更多“有生命气息”的竹雕，让古老的

徽雕技艺在现代人的审美中大放光彩。

徽州竹刻非遗传承人昨来肥展出竹木雕，接受星报记者采访

担忧精巧极致的竹木雕手艺后继乏人
在这次来肥的竹木雕里，小叶紫檀

《灵山说法》算是当之无愧的“重器”。这

件作品的原材料约有300斤，长度1米8，

直径也有半米，很有高低起伏感。细细看

过去，山峦重叠，山石突兀，古松苍劲，枫

桐浓茂，仙云缭绕，曲水潺潺，描绘的是释

迦牟尼灵山说法时的场景。众仙家也是

神态各异，虽多却疏密有致，眉目神情细

致入微。

洪建华负责设计，徒弟负责捉刀，用

了一年多的时间，洪建华和3名徒弟才完

成了作品的雕刻。这件名为《灵山说法》

的作品，也是首次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很

是珍贵。

一年多雕刻一件作品，听起来有些不

可思议。洪建华说，竹木雕是个体力活，

竹子是直纹，没有纬路，得顺着竹子的性

子，一坐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眼胀、肩

酸、腿麻是常事；竹木雕又是个脑力活，作

品的所有细节要经得起推敲，无论是粗看

细看都得有看头。

其实在洪建华的作品中，动辄雕刻几

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并不少见。比如这次

同时来肥的还有一件《群贤汇聚图》仿古

笔筒，不大的筒身上雕刻了足足90多个

人，镂空雕刻层次分明、人物逼真，这件小

笔筒也耗费了洪建华一年多的时间。

“雕刻时，哪怕是天上的云怎么飘，树

上的叶子怎么动，人衣服上的飘带指向哪

个方向，都是有讲究的。”洪建华说，别看

这些都是小细节，可倘若给明朝的人穿上

清朝的衣服，或是叶子和飘带飘的方向不

一致，“都是会被人笑话的”。

本周五
中原古代玉器展等你来看

星报讯（王一婷 记者 李皖婷）

临近年底，各种重量级展览也来凑热

闹。12月26日，《山川精英，人文灵

蕴——中原古代玉器展》将在安徽博

物院新馆开幕，114 件套中原玉器

“驾到”，多是河南地区出土的上古三

代与西汉良工精琢之物。展览将持

续到2015年3月29日。

遗憾：能沉下心来学这门手艺的人太少了

辛苦：一件300斤的作品，4个人做了一年多

来肥展出的竹木雕

竹刻香筒《兰亭雅集》洪建华和他的得意作品《灵山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