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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的都江堰聚
源镇，正是春暖花开的时
节。寂静安宁的田野里一片
青绿，路上偶有的行人不时
惊起一群啄食的鸟儿，远处
是川西坝子司空见惯的林
盘村舍，一垄垄青翠的竹子
勾勒出整座村庄的天际线。

千百年来漫长的农耕
时代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
们创造出各式各样利用竹
子的方法，赋予竹子丰富的
文化承载。聚源竹雕，无疑
是众多利用竹子的手工艺
的巅峰。2011 年，聚源竹雕
正式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家住都
江堰聚源镇的成都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尚昆
就是聚源竹雕工艺的集大
成者。

神州多雕工，川派树一帜
古往今来，竹子对于四川人有多重要，苏

东坡早就一言以蔽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川人对竹子的利用多见于各式各样的竹
编制品，从略显粗疏的席篓篱耙，到精致细密
的瓷胎竹编，林林种种，不一而足。聚源竹雕，
正是清代以来川派竹雕的杰出代表，至今，国
内甚至海外懂行且慧眼独具的玩家，对聚源竹
雕都青睐有加，购买收藏。

雕工精美的竹制鸟笼是川派竹雕在神州
独树一帜的精品，聚源竹雕为其代表，其最经
典的作品当属被称作“太子笼”或“宫廷笼”的
竹制鸟笼，鸟笼下方宽约一寸的大圈全部采用
镂空工艺雕刻。鸟笼的配件如鸟杯鸟缸的支
架、门框，甚至曾经镶嵌过象牙雕件，无不精美
至极。

追溯其源，自清代八旗子弟入驻成都后，
旗人们把京城纨绔子弟们的时尚玩法也带到
了成都，而精雕细琢的鸟笼则成为他们竞相把
玩攀比的玩物。那时，成都市面上出现的竹雕
鸟笼已非常精美，特别是人物的脸部，虽然只
有火柴头大小，但人物的年龄、身份甚至喜怒
哀乐都雕刻得惟妙惟肖，让人称奇叫绝。我在
采访高尚昆时，他就对我说，他曾偶得一枚清
代成都著名竹雕艺人江腾伯所雕的鸟笼，虽然
只是部件，仍让他欢喜莫名，如获至宝似地临
摹了三年。

北方有一种叫“合竹”的工艺，就是将竹子
外层的青皮用小刀刮削下来，贴在鸟笼裸露的
黄篾之上。在聚源竹雕里，这一工艺叫“贴青”，
聚源竹雕中的贴青因青皮更薄，做工更精，达到
了与原物近似得可乱真的程度，较之北方的竹
雕鸟笼，聚源的竹雕鸟笼更加秀气而文雅。

一只雕工繁复的太子笼，即使在高尚昆这
样的竹雕艺人手里，也要雕上一年左右的时
间，一只相对简单的画眉笼也要雕上两三个
月。可见聚源雕工们的精细。如今的聚源竹雕，
以其人物的细致入微、图案的层次饱满，在神
州大地可谓独树一帜，誉满业界。高尚昆拿出
一只他雕刻的“竹林七贤”的笔筒给我看，只见
整个笔筒呈镂空状，雕琢的竹子枝叶相互穿
插，又相互连接。用手一摸，感觉温润光滑，一
阵把玩，让人爱不释手。

竹雕精工出聚源
川派竹雕为什么最终结缘都江堰的聚源

镇，耐人寻味。高尚昆自豪地说：“全国最好的
竹雕鸟笼在四川，四川集中于彭州、郫县古城
和都江堰的聚源三地，而其中雕得最好的，就
是聚源。”如其所言，这是因为都江堰聚源镇有
着得天独厚的物产，更重要的是，聚源竹雕选
用的竹子是百里挑一。

高尚昆最心仪的竹子是当地的斑竹。虽名
为斑竹，其实竹子上并无斑点，只因竹子幼年
的笋壳上有斑点故名。这种竹子，粗细厚薄均
匀，每一节长度适宜，韧性好，弹力强，质地细
腻，最适宜精工雕刻。

同为斑竹，选用的时候也有严苛的要求。
为了保证竹节的细腻和端正，必须选用一个林
盘中尽量靠近中间生长的竹子，因林盘周边的
竹子日照不均匀，竹节容易突出，削平后节线
也粗，且不端正，而林盘中间的竹子竹节是正
的，节线也细，各个方向长得均匀，适宜雕刻精
品。

有经验的艺人甚至计较斑竹的产地。同是
都江堰一带的竹子，生长在羊马河东西两岸的
都会有差异。高尚昆说：“河那边是沙土，长出
来的竹子筋纹密实程度不够，竹簧一面太软，
烤弯之后容易起褶皱，不能用。最好的是聚源
附近的竹子。”

最为讲究的选料是制作鸟笼的大圈，要求
“对节对桥”。就是弯成一圈的大圈，恰好是均
匀的两节竹子。弯成圈后，竹子的两个节，恰好
对端鸟儿所站的“桥”，也就是直径的两端。这
样的斑竹，怎不是百里挑一！

选好了竹子，运输也不可怠慢。如果竹子
的外皮在石头上剐蹭或者相互摩擦，将来就会
形成永远无法消退的斑痕，直接影响雕刻的效
果。因此，选好的竹子都要一根一根扛上扛下，
不能在地上拖行，装车时也要用干的玉米壳一
层一层铺垫好，方可运出。

高尚昆买竹子还有一个诀窍，就是每年冬
月里下手。此时买回的竹子，不容易被虫蛀。要
是开春了买竹子，即使做成了鸟笼，都有长虫
的风险。

来之不易的竹子买回来后，先要打通竹
节，在炭火上均匀熏烤，直到竹子两头冒油，行

话叫“通气了”，此时的竹皮也由青色开始发
白，然后再晾晒。随着时间流逝，光阴沉降，竹
子的表面逐步变成牙黄色。放的时间越长，颜
色越深。高尚昆曾经选用过农村厨房梁上放置
几十年的斑竹雕过笔筒，那岁月带来的色泽和
包浆经由细腻的雕刻后，愈显沉厚，其作品堪
比清代古玩。

都江堰聚源一带优质的斑竹资源，成就了
此间竹雕工艺的兴盛。而都江堰厚重的历史文
化，又为聚源竹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传
统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等题材外，
都江堰独有的《十龙传说》也以其浓郁的地域
特色备受青睐。

高尚昆拿出多年来积攒的手绘设计图样，
给我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些来自都江堰本地的
图案，取材于民间传说、戏文及小说等通俗文
化中，有的则是根据传统小说的绣像修改而
来，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些图样，高
尚昆也乐意拿出来与聚源的其他兄弟工坊分

享。他说：“你一个人藏着掖着，孤掌难鸣，不可
能形成流派。只有大家共同发展，形成了气候，
聚源竹雕的文化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彰显。”
2016年高尚昆被评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高氏兄弟：
遍寻良师，蜕变求新

功不唐捐。高尚昆说起他和已故的哥哥
高尚远的求艺之路时，感慨万千。年近天命之
年的高尚昆至今清晰记得，他第一次拿起刻
刀是 1987 年 8 月 17 日。那天，他和哥哥高尚
远、表哥在老院子里一起玩耍，他开玩笑地说
表哥雕的鹿不好看，自己要雕一个来比一比。
自此，他拿起雕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初
中毕业后，高尚昆便跟着哥哥高尚远专心学
习竹雕技艺了。

当时，继承了传统聚源竹雕工艺、曾师从
成都竹雕名师周志林的哥哥高尚远在成都的
竹雕圈子里已是小有名气，并在成都白寿路开
了个小店出售自己的竹雕制品。高尚昆在店里
邂逅了知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兄弟。高氏兄
弟先后应盛中国邀请到北京，在后者的小提琴
工坊里雕刻小提琴。这是高尚昆第一次看到外
面的世界。

大开眼界的高氏兄弟意识到必须通过兼
收并蓄的学习，博采众家之长才能提升聚源竹
雕的品质。1994年，高氏兄弟来到上海学习玉
雕和竹根雕，后来又到北京学习象牙雕。几年
驻厂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他们精益求精的雕
刻技法。

学成归来的高氏兄弟很快成为聚源竹雕
工艺的领军人物，他们雕刻的鸟笼，在北京、
上海、香港、台湾等地颇具口碑。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四川养鸟者众多，聚源
竹雕鸟笼行情看好，都江堰当地就有人花上
百万买聚源竹雕鸟笼，于是拜师求学的弟子
也纷至沓来。

2000 年，高氏兄弟索性办起了竹雕厂，带
着一帮弟子日夜雕琢。随着人们的环保和爱护
野生鸟类意识增强，鸟笼的生意逐渐降温，市
场环境的兴替，有时让精工雕刻的笔筒也难觅
买主。2016年，哥哥高尚远病故后，高尚昆关掉
了竹雕厂，和昔日合伙人开始了各自为政的经
营。一个笔筒卖几万元的往事，恍若隔世。

低端手工雕刻的大敌是如今普及的机器
雕刻。一位不够熟练的雕刻工的作品，从价值
上甚至不如机器雕刻的值钱，而后者更以数量
取胜，并可以低价倾销占领市场。熟练如高尚
昆这样的老师傅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上，确实已
难以获得往日丰厚的利润了。虽然机器雕刻永
远无法解决材料差异和作品个性化的问题，但
现实还是那么残酷，愿意潜心学习手工竹雕的
人已越来越少。

高尚昆开始构思新的模式：能不能在保持
手工传统及手法不变的前提下，减少手工雕刻
的总量，缩短雕刻时间，降低作品成本，将原来
精工堆砌的作品，变成普通人消费得起的礼
品、旅游纪念品？！

他将这个构思和一位做高端茶叶生意的
台湾茶商交流讨论，开始了一种新的合作与发
展。对方提出了一个建议：量产。如果要兼顾适
度手工，又要达到量产，那么高尚昆就必须再
次组织起一个团队。高尚昆意识到，他必须这
样做。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总是离不
开文化圈里的伯乐。都江堰市文化馆原馆长
蒋永志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聚源竹雕的技法、
历史和流派，他是高尚昆竹雕文化方面的老
师。蒋先生对都江堰的竹雕文化和竹雕产品
的发展功不可没。正是有这样的师长，有新同
道者的加入，高尚昆与他的竹雕开始走上了
新征程。如今，都江堰当地政府在聚源镇“灌
区印象”为高尚昆开设了工作室，高尚昆和志
同道合的兄弟们在这里期待并不懈耕耘着竹
雕手艺的春天。

天府竹雕出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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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中的高尚昆

高尚昆展示“竹林七贤”笔筒

高尚昆雕刻的竹制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