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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匾很辛苦，经济效益也不高，很
多人都劝黄永裕，现代刻字艺术可通过电脑
刻字，方便快捷。但黄永裕仍然坚持这项老
手艺，在他眼里，传承传统制匾工艺，是有不
可替代的意义。

“匾额，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一
种艺术形式，与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形式
相结合，或写景状物，或抒情言表，以显示建
筑物主人的门第层次、道德修养、处世哲学
和精神寄托。我认为，牌匾制作好是要‘传
世’的。制作者每次下刀都需怀有对历史的
敬畏感和使命感。每刻制完一块作品，还没
上油漆，我就用传拓的方式，保留原刻的味
道记录下来。我觉得这让文化得到了留存
和延续。”黄永裕说，一块匾额或可流传百年
千年，正是这份厚实的文化分量，在不断督
促着他去钻研这项技艺。“中国的山水园林，
必有匾额，使山岳生色，河川增辉。若无匾
额，就只是一座建筑。有了文字书法的装
点，这座建筑便从单纯的物质场所升华为精
神意境所在。虽只言片语，少许着墨，望之
却蔚然大观。”

“传统制匾是一种严谨的技艺。工艺复
杂，费时费力，以前很少人愿意接触。这些
年，伴随着人们对传统技艺的重视，老手艺
也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黄永裕表示。

东石60岁黄永裕：手工制匾添神韵

本报讯 近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专科助产
士临床培训基地授牌仪式在山东威海举行，晋
江市中医院产科杨婉汀、庄艳彬护士长代表晋
江市中医院参加。

据了解，今年3月18日，晋江市中医院顺利
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
地评审，成为国家级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
是全国唯一一家通过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
评审的中医医院。

据悉，晋江市中医院产科自建立以来，经多
年努力，现拥有一支良好的专业人才梯队，是集
预防、围产保健、母婴宣教、临床、教学、科研于
一体的现代化科室；近10年来共分娩新生儿近
8万例，连续多年分娩量在泉州全市领先，并先
后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福建省五一巾帼标
兵岗”“福建省三八红旗集体”“泉州市女职工标
兵岗”等荣誉称号。

晋江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被授予国
家级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是荣誉更是责
任，也是医院助产专科事业发展的一次飞跃。
医院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助产专科建设，充
分发挥培训基地作用，进一步发挥助产专业服
务优势和业务技术优势，带动全市助产专科高
质量发展，保障母婴健康，为母婴提供更加专业
全周期的生育保健服务。

国家级专科助产士
临床培训基地
落户晋江市中医院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阳辉慈善基金会
2022年奖学助学大会在青阳举行，现场共奖学
41名学生、助学 11个学生，发放奖学助学金共
计168000元。

据晋江市阳辉慈善基金会会长、蔡厝老年人
协会会长蔡永城介绍，晋江市阳辉慈善基金会成
立于2019年2月，以互帮互助、济危救急、奖学助
学、关心支持慰问孤寡病残为宗旨，已连续四年
举办奖学助学活动，为近90名学子颁发奖学金，
并为近30名较困难的学生发放了助学金。

新塘开展
老年健康宣传周系列活动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新塘街道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老龄委联合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在新塘
街道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开展主题为“改善老年
营养，促进老年健康”的老年健康宣传周系列活
动。宣传周系列活动包含宣传打击养老诈骗违
法行为、老年健康公益讲座、义诊咨询送健康三
部分。

在活动现场，离退休支部的党员们通过发放
防范养老诈骗宣传资料的方式，向老人们讲解相
关的防诈骗知识，并劝导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要
提高警惕。街道老龄委特邀晋江市老年健康讲师
团成员郭明强主治医师，针对老年人的关注话题，
做中医体质辨证及健康养生指导的专题讲座。

讲座过后，新塘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
人员为现场的老年人认真地量血压、测血糖，并
向他们普及预防高血压、高血糖、脑卒中等慢性
病知识。医护人员还耐心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
况，为他们提供专业的诊断和治疗意见。最后，
工作人员还发放了老年健康宣传手册，让老年
人对如何保持健康膳食、健康血压、健康身体有
了更多了解。

阳辉慈善基金会
捐资助学献爱心

中 国 是 匾 额 文 化 发 源
国，匾额历史源远流长。因
此，说起匾额，大家都很熟
悉。如今，街头门店上的匾
额大多为电脑制作，纯手工
刻制的比较鲜见。

在咱厝，就有一位老手
艺人，他坚持手工制匾，沉浸
其中，手拿刻刀“划刻”建筑
中的方寸之美，牵丝飞白尽
显书家墨宝之神韵，让这门
老手艺不断传承发扬。他，
正是今年60岁的晋江书画院
院士、手工制匾匠人——黄
永裕。

在晋江市区的一处工作室内，黄永裕正
手握精钢炼制的刻刀，坐在工作桌前不紧不
慢地镌刻着眼前的木板，木屑随之飞扬而起
……

“匾额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
品，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
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
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
成，述说着上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建筑的
灵魂’。匾额制作包括书法、雕刻、贴金、上
漆等十多道工艺，是技艺的集大成。书家写
就作品后，会让我再进行刻字艺术等后续工
艺制作。刻字艺术是书法的再现，在形式
上，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目的在于再现书
法作品之美。”谈到制匾，黄永裕便来了兴
致，打开话匣子。

1963年，黄永裕出生于东石镇区第二社
区。因受家庭影响，7岁时他便随父兄学习
木雕，做传统闽南眠床木雕花。因其父亲是
读私塾之人，在家经常写字、画国画，儿童时
的黄永裕就受其影响，懂书法、画画和会雕
刻。上世纪 90年代起，对书法、绘画有一定
研究的黄永裕，对木刻、篆刻产生浓厚的兴
趣。从此，他转而研习制匾工艺，原先他所
住的古厝名为“石窗”，所以其斋号取名“石
窗堂”，后又增斋名为“木石居”，刻制匾额已
20多年。

对黄永裕来说，灯、刻刀、锤子、磨刀石
等几件简单的木刻工具，都是他忠实的伙
伴。为了让一幅幅具备东方美学的书法作
品复刻到木板上，他时常一坐都是好几个小
时。

被手工制匾吸引后，黄永裕便独自潜心
摸索出一套传统刻字匾的技法，但他也时常
到各地的寺观楼台等处观摩学习别人的匾
额技艺。后来，为了方便，远一点的地方他
便拍照下来，回家后再将照片放大小心研
习。

因打小就有雕刻基础，再加上多年坚
持，黄永裕得以迅速掌握制匾技巧，渐渐地
也有了一定的制匾功底和名气。咱厝就有
坚持使用传统制作匾额方法的知名书家慕
名找上了他。

“一开始，只是兴趣使然才自学手工刻
匾，可当有书法家登门后，我更是铁了心，一
定要更加精益求精，磨砺技艺，才能不辜负
嘱托。”黄永裕坦言，手工制匾这一技艺，对
制匾者来说，就是一项孤独的修行。每一块
匾都需耗费大量的心力，磨人、磨心，最后才
能磨出技艺来。记者看到，由于日积月累的
镌刻，黄永裕的双手留下了坚守传统技艺的
痕迹。

“书法作品写在纸上和刻在匾上是两回
事，手工制匾，就是用刀表达在材料上。和
电脑制匾不同，手工制匾要求专注力高，急
不得，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刻崩、刻错。除了
雕刻，手工制匾之所以能长久保存，关键在
于采用了传统技艺，从刻、绘、漆到给字贴
金，一块匾额做完最少要十多道工序。”黄永

裕介绍，2006年，他应邀制作由中国书画院
院长王镛书就的“晋江书画院”这五字匾额，
硬是日夜加班制作了25天。

“为了保证书家原书法作品的神韵，每
一处落刀的刻纹都需反复斟酌，进刀深浅
差几毫米就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效果。有些
细微处，一钩一弯都要反复用刀才能刻出
效果来。”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益求精的精
神，在黄永裕后来制作的匾额上，“墨韵飞
白”也被表达出来，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书法
家的书法风格。

如今，黄永裕已完成多块知名牌匾的
制作。除大多数书法家作品外，也有不少
被悬挂于名寺殿堂，可供人观赏。在晋江
五店市传统街区，也有不少他的作品。如

“游客中心”牌匾、录颜真卿书法于布政衙
的厅中大匾“禄善崇亲”及中国诗赋协会副
会长、西泠印社社员王翼奇作品“抱柱联”
等。在五店市布政衙大厅中的大匾“禄善
崇亲”，还被央视热播电视剧《爱拼会赢》拍
入剧中。

有一次，一位画家到五店市传统街区游
览，看到黄永裕制作的匾额后还以为是书法
家写上去的。走近一看，一摸，这位画家才
发现是凹进去的木刻，惊叹不已。得知此事
后，黄永裕很开心，坦言“手工制匾是一件充
满乐趣和很有成就感的事”。

为出精品反复钻研技艺

晚晴匠人

从小痴迷雕刻艺术

坚持传承传统制匾工艺

本版由本报记者吴清华、黄
海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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