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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蛋壳画”摊位，是陶蓉与市场接轨

的窗口。作为“西蜀第一街”，成都锦里

每天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的光顾。

当天的采访中，有不少游客或拍

照打卡或咨询购买她的蛋雕作品。

“来这里的游客，想要带走四川记忆，

我就把大熊猫、青城山、都江堰等元

素雕刻进蛋壳里。”她指着一幅蛋壳

山水画介绍，画面中大熊猫憨态可

掬，毛发细节清晰可见，蛋壳的弧面

反而让竹叶、山石更具立体感。

四川地域文化元素之外，陶蓉也

创作了《十二生肖》《水浒传》《红楼

梦》等系列作品，让“文化层次不同的

游客，在蛋雕中都能找到共鸣点。”

她告诉记者，蛋雕看似微小，工

序却极为复杂。其素材大到鸵鸟蛋，

小到鹌鹑蛋，蛋的形状、大小、厚薄程

度不同，手法和力道也会有所不同；

雕刻手法包括浮雕、阴雕、阳雕、透雕、

镂空雕等十余种。一件作品需要经过

选蛋、打孔、清液、构思、画样、刻轮廓

等十几道工序，好的作品甚至要经过

一年的时间钻研，才能全部完成。

除了传统的蛋雕和蛋画，陶蓉还

创新推出“蛋贴画”，借鉴漆器镶嵌工

艺，把碎蛋壳打磨成薄片，再用胶水

粘贴成图案。摊位上展出的《吉祥如

意》蛋贴画中，鸡身由细小蛋壳碎片

拼贴而成，鸡冠、鸡嘴、脖子、翅膀、爪

子等颜色深浅变换错落有致，吸引不

少游客拍照观看。

如今，在陶蓉与弟弟陶新生共同

守护着蛋雕这份手艺的同时，她的“00

后”侄女也加入其中，还结合年轻人审

美，将二次元动漫元素融入蛋雕，让传

统技法与现代IP碰撞出别样火花。

陶蓉也会将自己的作品发到短

视频平台，以供更多人欣赏、了解蛋

雕。但她很少选择直播，因为“蛋雕

需要全身心投入，一刀出错就前功尽

弃。”看到直播间观众不断刷评论，陶

蓉会慌神，即使作品雕刻成功，但没

融入情感，她也会觉得“作品毁了”。

对于年轻的从艺者，陶蓉苦口婆

心，希望他们能耐得住寂寞，历经沉

淀，不要“学几天就想变现”。

面对AI技术的冲击，陶蓉显得很

坦然：“AI确实很快就能构思一幅作

品，但它们是模仿我们来绘制的，永

远刻不出手艺人的情感。”

立夏时节，陶蓉以刻刀为笔，雕刻

着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看似周而复

始，实则每一次“破壳”都是新的开始。

这份对慢艺术的坚守，让巴蜀文化、非

遗技艺，在传承与创新中生生不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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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立夏。

“绿树阴浓夏日

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在这个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节气里，创作一个

以立夏为主题的蛋雕

作品，无疑是一种美的

享受和文化体验。

在成都锦里古街，

“蛋壳画”流动摊位上，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统蛋壳雕绘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陶

蓉挥动着手中的电动

刻刀，短短几分钟，精

致的“立夏”二字映入

眼帘。“立夏”背后，陶

蓉弟弟陶新生刻写的

唐代诗人高骈诗句《山

亭夏日》，一蹴而就。

立夏雕蛋，既表达了对

自然的热爱、对夏日的

欢迎，又展现了传统手

艺的匠心独运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

作为家族第三代

蛋雕艺人，陶蓉、陶新

生姐弟始终坚守这门

艺术，将巴蜀文化底蕴

与二十四节气智慧融

入薄薄的蛋壳，让传统

手艺“破壳重生”。立

夏前夕，陶蓉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独家专访，分享她与蛋

雕结缘30余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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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指东南，维为立

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

名立夏也。”作为夏季的

第一个节气，立夏时节

温度升高，作物开始茁

壮成长，希望满满。

谈及蛋雕“立夏”的

创作，陶蓉打开了话匣

子：“立夏节气有‘称人’

‘斗蛋’‘吃蛋’等习俗，

核心都是‘养夏’——古

人认为夏天需补充蛋白

质增强体质，蛋就成了

载体。”她回忆童年时，

每逢立夏母亲都会煮鸡

蛋，放入彩色丝线编织

的网袋挂在孩子脖子

上，寓意着健康平安。

小时候的陶蓉没想

到，自己会与蛋雕结下

一辈子的缘。也是这份

缘，让她格外注重收集

一切与蛋相关的民俗。

“以前在南方游玩时，我

亲眼看见过小孩子们玩

‘斗蛋’。”所谓“立夏蛋，

满街甩”，立夏当日，孩

童们手持鸡蛋相撞，蛋

壳不破者为“蛋王”，“蛋

王”可以把别人的鸡蛋

赢过来。“还有一些地

方，盖房子时主梁上要

放个鹅蛋，起房盖时往

下一压，蛋壳碎了蛋液

往下滴，寓意着‘破壳重

生’。”她说。

除了艺术创作，陶

蓉还将生活智慧融入蛋

雕教学。“比如保存鸡蛋

时为什么要小头朝下、大

头朝上，因为大头有气

室，是空气进出的地方，

就像鸡蛋的‘呼吸口’，这

样放能够让鸡蛋延长保

鲜期。”她在非遗进校园

活动中，常通过这类“接

地气”的知识拉近孩子们

与传统技艺的距离，“单

纯教雕刻太枯燥，结合生

活常识，他们学得更快，

也记得更牢。”

除了“节气定制版”

立夏作品，陶蓉的“蛋壳

画”摊位上还摆放着创

作的不少山水画蛋雕作

品——翠色浓郁的高山

流水、雍容华贵的牡丹、

绿意盎然的竹子、悠闲

自在的大熊猫……虽没

有直接说“夏”，却处处

彰显“夏”的盎然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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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蓉在进行蛋雕创作。荀超 摄

陶蓉的蛋壳贴画《吉祥
如意》。 荀超 摄

陶蓉的蛋雕作品。

陶蓉的蛋壳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