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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应好友之邀，画一幅南音祖

师像，对南音祖师孟昶我虽然知道，但对其

画像还是很陌生，因此让朋友把以往他们

曾经用的图像发一幅供我参考。

“南音”，已是中原古乐遗韵的活化石，

2006 年就列入非遗名录。始祖为孟府郎

君，又叫“郎君乐”，是南管乐者祀奉的乐

神，后蜀皇帝孟昶。据记载：画像中人，头

戴缨冠，身穿蟒袍，脚蹬皂靴，背硬弓，拿弹

丸；面似银盆，二目有神，颌下须髯飘飘，俨

然神仙姿态，气度不凡。

可是，朋友提供的那幅画像中，郎君略

有侧坐，左边一童子怀抱琵琶，右边一少年

身背硬弓，手持金弹，但整体画面有些零

乱，说他是工笔画，却无精工细描，层层渲

染之清丽厚实之状。说他是写意画，又无

率意潇洒大气之笔墨精神。而是色彩混

浊，笔墨拘谨呆滞，画面粗糙刻板，全无光

彩照人之美感。

我认为，郎君神像应该是仙风道骨光

彩照人，画中少年英俊，童子活泼可爱，因

此，我便参考清人大师之作，借以部分造

型，在画中应体现出他仙风俊子形象进行

创作，画里将孟昶祖师手持一支南箫，体态

庄严，身着黄色蟒袍，头戴乌沙冠，端坐中

央。他淡然自若，飘飘欲仙。左边童子青

衣素衫怀抱琵琶，目光深情而淡定，右侧英

俊少年面似银盆，着剑袖武生短打，身背硬

弓，手持金弹，玉树临风，好不精神。于是

在半个月的创作，我聚精会神加班加点，沉

浸创作的愉快中将画作完成，落款上书：

“孟府郎君肖像”，左边再题“癸卯五月初十

奉祀河阳敬绘”，下钤印两方，一幅孟君像

就此完成，总体看去尚可为清心雅致，颇具

仙气。随后快递寄与友人。朋友收到十分

欢喜，感觉颇有创意，并且画面清雅饱满，

甚感满意，连连发来感谢信息。

但是，当朋友与他们南音协会主要成

员共同商议时，大多数人不能接受我的这

幅画像，原因就是从未见过这样表现的画

面形式，并且太淡雅，色彩不够浓重，也看

不太清楚…… 最后众人决定，还是用回原

来那幅浓重的画像吧。

朋友很不好意思地把结果告诉我，并

深表歉意。此时，我淡定地嫣然一笑跟朋

友调侃到：曲高总是和者寡，没关系，我很

理解大家的想法。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多年来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已不

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梵高有这样一句话：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能

看到烟。现在的社会大多数人对鉴赏的认

知度，一是原有顽固保守；二是接受直白的

一目了然。没时间去细琢磨，去品味内涵

与雅致。而我却选择了一种精细雅致又含

蓄的绘画语言，可以说，我在绘画道路上是

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维逻辑，对以往的工笔

画语言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求前辈所说的

那种“笔工而意写”的艺术语境，来表现自

己的画面形式，应该说这条道路是有一定

的难度。因为，我在创作中给了读者很大

的欣赏空间，若是读者缺乏审美鉴赏与理

解能力，那么读者对我的作品欣赏会是一

个考验。你若站在原有的老套思维角度，

就很难接受我的绘画语境了。

我以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因

为他含蓄而内敛，是存在着一种相对独立，

又是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绝不是一种空

洞直白的大白话。这个理论不用我多说，

您只需读几首唐诗宋词与古文经典，就可

心领神会了。

当下的浮躁社会，人们难以静下心来去

认真品味揣摩一件事物，这已是人们的生活

常态。多年来，我以为绘画就是作者思想深

度对自然空间物体摹写的塑造再现，从而在

这摹写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许多风格与流

派，不论写实还是抽象，古典还是现代等

等。从我个人的理解，能够表达作者思想感

情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表达了思想感情，

还有一定创造力更是好作品，从而再形成一

种独立的艺术语言体系，并且语言内涵，画

面唯美，我想这应该算是上品了！

我在清淡平和的独立思考中，选择了

一种温婉含蓄的绘画语境，有如欧阳修诗

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

真是既为难了自己，也为难了他人，当然这

不是谁的错。

曾经的一个特殊历史变迁，出现了一种

全新的环境，将千百年来士大夫贵族雅文化，

一夜之间打得体无完肤，砸了个稀巴烂……

而另一个新兴的“文化”闪亮登场，这似乎是

一种别样的风景，他们不同凡响，可谓是另类

“江湖”，完全让你改变了原有的认知。

然而，我心依然！林语堂说过：人生不

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

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我以为从业艺术，也就是用另一种方

式生活，与其他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用

心的程度不同，大家都在从事艺术，道路却

十分宽广，更何况今天的绘画艺术已发展

的丰富多彩，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事

物了，他的多元性包罗万象，自然，人们的

审美取向也有了一定改变，我不好评价是

雅文化独占鳌头，还是俗文化更胜一筹。

这个问题从央视春晚就可见一斑了。

文化艺术应该是有品位有格调的，他

的思维空间是抽象也是具象的，可谓是大

道至简，大象无形的艺术，是有深度哲学概

念的艺术体系，是大音而希声。为此，本人

随兴感慨赋《寻艺释怀》律诗一首：

半生修艺已从容，几段虚灵漫晓峰。

丝竹南音师孟昶，京昆北曲拜玄宗。

悠扬远去瑶池后，难舍幽深禅院钟。

素朴清心执念少，梵声膏露话田农。

（作者系福建省画院特聘画师）

一幅创作引发的思考
■杜尾顽

纸中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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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不同的民族有着

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若论以什么形式最

能广泛记录、演绎及表现社会生态，首当其

冲的便是剪纸。它以艺术化的语言生动地

再现历史，是民间最具代表性、文化内涵最

为丰富的艺事之一，成为除了史籍以外，研

究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剪纸艺术是镂空艺术中最为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主要用于节庆祝

福、红白喜事等民俗活动。剪纸是农耕文

明的产物，是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民间艺

术之一，一张张红纸在剪纸艺人的手中，

以独特的方式妙剪生花，幻化无穷。2009

年，中国剪纸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纸寿千年：千年剪纸民族魂

东汉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而剪刀的出现更是早于纸张的发明，可以

合理推测，剪纸艺术应至迟产生于东汉时

期。1959年冬，新疆出土北朝《对马》剪纸

残片。这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剪

纸文物，它以实物形式向世人展现出民间

剪纸在当时已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平。宋

元时期，剪纸艺术进入昌盛期；明清时期，

剪纸发展成熟，晚清诗人曾评价“巧剪至

精世代传”，但当代的遗存作品却不多，这

显然有悖于历史盛况。究其原因，除了纸

制品本身不易保存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

还是因为剪纸艺术在当时属于民间手艺，

未登大雅之堂，故剪纸收藏多在衣食不足

之家，失散损毁多有发生。

所幸，2019 年 7 月，浙江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王萍女士向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捐赠其父王伯敏先生（中国著

名美术史论家、画家）的剪纸系列实物千

余件。这批捐赠品作为王伯敏先生编撰

《中国民间剪纸史》的重要研究资料，既包

含有与剪纸艺术萌发息息相关的史前镂

刻石器，也有从各地收集的古今中外剪纸

作品，更有王伯敏先生的珍贵手稿，为我

们全面剖析呈现了中国剪纸的发展脉络。

纸中寻梦：打造剪纸艺术文化高地

杭州传统美术资源丰富，列入剪纸类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种类多样，如国遗

项目桐庐剪纸、省遗项目杭州剪纸、市遗

项目米市剪纸等。剪纸整体风格简约细

腻，倾向于表现在文化象征层次上构建和

谐关系的意愿。据考证，杭州地区的剪纸

艺术在宋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行业，有多达

百余种剪法门类。可以想象，在悠久的历

史演进过程中，杭州民间剪纸艺人不断在

艺术融合、应用场景和时代题材上探索创

新，使剪纸艺术发展成民俗活动中百姓表

达思想情感、理想追求与美好祝愿的独特

方式和载体，并最终成为杭州乃至全省极

具影响的民间艺术。

目前，依托王伯敏捐赠的系列藏品，杭

州市文化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已建有王伯敏“剪纸书房”陈列厅，无

偿向公众展示剪纸书籍和剪纸作品。几年

来，“剪纸书房”通过开展系列藏品展、编撰

专业书籍、组织专题研讨、实施数字化管理

等举措，在提高社会参与度和关注度的同

时，也不断提升杭州剪纸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为持续擦亮历史文化名城金名片做出

积极贡献。“剪纸书房”不仅充分利用珍贵

原始资源进行宣传展示，而且注重从深厚

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结合时代主题，尝试

拓展创新，通过动员剪纸专家、艺人和社会

爱好者的研究创作，不断丰富活化“书房”，

让“剪纸书房”形成一个可持续创新的生长

空间，努力打造成为杭州文化建设的高地。

剪纸艺术集实用性、观赏性、时代性

于一体，具有民俗研究、社会教育和艺术

审美价值。孔子曰：“礼失求诸野”，根植

于农耕文明的民间艺术便是传统文化服

务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源”，剪纸艺术当为之一。（杭州市文化馆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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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1959年新疆吐鲁番高昌遗址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