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广大用户：
兹受杭州市地铁集团委托，实施江南大道

DN800供水管切割对接工程需要，自2018年
3 月 16 日 20:00 至 17 日 06:00 对江南大道

（长河路至奔竞大道）以北区域实施降压供
水。降压供水期间，可能引起部分小区、楼宇
因水压偏低停水，请提前关闭热水器等用水设
施的进水阀门并做好蓄水准备。若施工提前
完成并通水，不再另行通知。

望各用水户互相转告，降压供水过后，可能
会出现短时黄水现象，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24小时客服热线：（0571）86686000
传真：（0571）56033687
网址：http://www.htwa.com.cn

杭州高新（滨江）水务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降压供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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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叶萌在

雕刻中。

右图：叶萌的

牙雕作品。

本报记者 俞任飞 文/摄

叶萌觉得，禁令

或许对牙雕艺术

来说，是一次重

新开始的机会。

象牙禁令，如期而至。

这几年，我国在动物保

护 方 面 一 直 不 断 取 得 进

展。此前我国发布《关于有

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

及制品活动的通知》，明确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

分批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

牙及制品活动。

这意味着，今年开始，明

确禁止在市场摆卖或通过网

络等渠道交易象牙及制品。

钱报记者了解到，禁令

之前，在杭州，有4家企业允

许销售象牙制品，而准予加

工的只有1家。

象牙禁令后，是否还存

在私自买卖现象？牙雕艺人

与企业何去何从？记者近日

进行了走访。

我国今年起实施象牙禁令，杭州卖象牙的店家大多已转行

杭州牙雕传承人：手艺还是要传下去

象牙店里一根象牙都看不到
杭州大厦的精品珠宝馆，过去曾摆放着不少象牙制品，但

现在，只出售猛犸牙制品（猛犸牙，俗称古象牙，即长毛象的

牙，因年代久远，仅部分适合雕刻）。记者还看到大幅的公益

广告，上面写着“以法律之名，让象牙不再是商品”。

在过去曾有数家象牙专卖店的吴山古玩城，也张贴了相

应告示，要求各象牙加工单位和销售场所，“及时到上城区市

场监督局申请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手续”。记者看到，原本在

天风商厦 4 楼售卖象牙的店铺早已出租，而另一家也转而卖

猛犸牙雕等工艺品。

位于南宋御街的茂源牙雕是杭州市唯一拥有加工及销售

双许可的公司，钱报记者日前赶到了这里。店里原本摆满牙

雕制品的两列展柜，如今显得有点空空荡荡，只放着一些猛犸

牙雕。老板娘告诉记者，2017 年 3 月列入首批关停名单后，

他们就停止了象牙制作，经各级申报后，林业单位也封存了店

里剩余的象牙制品。现在，他们已经全面改做猛犸牙雕，作品

有点跟不上。

说起最新的“象牙禁令”，老板娘说，此前，店里的象牙全

都来自合法途径，售卖的象牙制品也以传承技艺的工艺品为

主，如今已全面停售。

店里的杭州牙雕传承人叶萌告诉记者，进来的牙料都是

经国家林业局批准，统一采购分配。这些象牙，都采自自然死

亡的非洲象，残断破碎的占了大多数。每一件牙雕制品，都能

通过独有的编号，找到对应的合法象牙。

一根象牙，由最初的去皮、切料、构图、开出粗胚，到最后

的加细、开脸，仅绘稿就要七八次，而这几十道步骤几乎全由

手工完成。传统牙雕其实用料不多。叶萌表示，从2009年拿

到牌照，到 2017 年禁止加工，总共才进过两次料，上一次进

料，还是3年前。

杭州牙雕传人的苦恼
象牙雕刻是中国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2006年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牙雕艺人以北京和广东两

地最为出名。

茂源牙雕的叶萌是杭州牙雕第四代传人，他父亲叶声华

是第三代。说起这纸禁令，老叶有些唏嘘，从他祖辈在天台从

事牙木镶嵌以来，一代代技艺相承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小

就看着祖辈雕刻象牙，耳濡目染，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就是做

手艺的基因”。

1986 年，他从杭州麻纺织厂留职停薪出来后，就成立了

自己的公司，帮人修补牙雕。

在他眼里，象牙是最适合雕刻的材料，“薄到像头发丝那

样，看不到却摸得到都可以”，这是其他材料做不到的。

叶家父子经历了1989年和去年两次“禁牙”，对于国家政

策，都表示支持，只是比较担心“老底子”的手艺失传。

“我过去炒邮票，搞收藏，赚得比这行多得多。”老叶说，他

对儿子叶萌也是这个要求，牙雕技艺要传承下去。

抱着和老叶一样想法的还有不少。叶萌的老师李春珂每

天除了坚持“做活儿”，就是到各地授课，想将传统牙雕技艺传

承下去。

但政策的影响很大，上一次的“禁牙”已使牙雕传承产生

了断层，这次更是严苛。

“30 岁左右的牙雕艺人全国只有 200 人左右，”叶萌说，

曾经一起学习的同门，如今大多已离开了牙雕行业。在北京，

50岁以上的牙雕大师，如今仅剩寥寥数人。而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牙雕艺人一度超过万人。

叶萌认为，变化的原因，一是动辄七八年的学艺生涯，让

不少人打退堂鼓，牙雕这个手艺很难学，年轻人的成才率仅约

10%。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牙雕态度的转变。“过去，牙雕艺人

是创汇英雄，现在呢？”

“有件事我印象深刻，曾有父母带着小孩来店里参观，小

孩拉着爸爸的手问我，拔了大象的牙，大象不会疼吗？”

叶萌说，因为材料的特殊，这一行面临不少争议，有时他

自己也很困惑。

随着舆论压力和政策收紧，牙雕行业的未来很不确定。

自从收到禁令后，象牙雕刻专业委员会几乎成了一盘散沙，不

少手艺人转行。

随着牙雕艺人的减少，牙雕技法有些也已失传。此前有

报道称，自 1994 年杨士俊大师故去后，北京牙雕的花卉部分

就已失传。

禁令之下，牙雕技艺如何传承
春节前，叶萌给自己雕了最后一件牙雕作品，一尊卧观

音，造型灵感来自《沙逊牙雕》中的一张黑白照片。“做学徒

的第一天，我指着照片问师父，这个难不难？他回答，你哪

天能雕这个了，我会很欣慰的。”对于叶萌来说，这算是给自

己和师父的一个交代，也是让自己这些年的牙雕生涯告一

段落。

2016 年接到通知后，茂源牙雕就开始筹划着转行，他们

把目光投向了材质类似的猛犸牙。其实作为象牙的替代品，

猛犸牙雕早已出现，前两年茂源牙雕也开始尝试其他材质，在

沉香、绿松石、猛犸牙上复刻牙雕的技法。

叶萌说，好的猛犸牙在材质的表现力上完全不输于象

牙。“材质都是其次，技艺才是最主要的”，采访中也有人慕名

拿着象牙制品要求鉴别，老叶拿起看了一眼，“雕成这样，真是

对不起这块料。”

“车到山前必有路，枯木也有逢春时。”叶萌觉得，禁令或

许对牙雕艺术来说，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前几天，他在网上开通了自己的直播，推广牙雕。

其实不光是茂源牙雕，记者了解到，北京象牙雕刻厂等老

牌象牙加工企业，大多都转型做起了猛犸牙雕。

这几年，我国查获的走私象牙数量一直在下降。此前海

关总署公布了一组数据，2017年查获走私象牙为670公斤。

象牙禁令之下，牙雕技艺依然能通过别的方式得以传

承。采访结束后，叶萌说自己还要回去指导两个徒弟，“马上

要参赛了，想着能帮他们拿个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