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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临时拼起的桌案，苫
着薄毡布，摆在展厅的中央，
姐妹俩端坐桌旁。不留意，还
以为她们是普通的参观者，爱
好书画，参观累了，坐下来休
息。两人注视着过往的观众，
熟悉的，打个招呼，寒暄几
句；陌生的，留意他们的表情
和议论。她们是一对双胞胎姐
妹，70多岁年纪，姐姐叫何月
娟，妹妹叫何月桂，两人个子
一般高，胖胖的，都戴副眼
镜，发型也差不多，坐在一
起，像极了，一般人难以辨出
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金秋渐浓，这是宁波海曙
鼓楼的门楼上，以“丹桂飘
香”为名曾经举办的何月桂仕
女画展上的一个场面。展览的
主题中暗含着她的名字，姐姐
是来助阵的。

那是何月桂从艺以来办的
一次重 要 的 个 人 画 展 ， 之 所
以在鼓楼举办，是因为这里
过往的行人多，离老百姓更
近，尽管以前她也在天一阁
举办过画展。很难想象，一
个涉足丹青半个多世纪的画
家，原来是一位从未进过专

门 的 美 术 院 校 、 未 拜 过 师 、
完全靠兴趣和爱好自学，常
年执着于仕女画、在不太宽
泛 的 领 域 探 索 不 止 的 画 家 ，
这在国内画坛也不多见。

何月桂祖籍宁波，生于上
海。外公是教书先生，品酒写
诗，颇有喜好。月桂的母亲出
生在当时的鄞县农村，从小就
喜欢描龙画虎，方圆几里若有
女子出嫁，都会请她描枕花、
剪鞋样。嫁到上海后，一家人
的衣服全部由她缝制。孩子们
耳濡目染，也照着样子模仿，
逐渐产生兴趣，到头来，八个
子女中，三人在绘画上有所成
就。

何家住上海市三马路 （后
改为汉口路），是十里洋场图
书发行公司和古籍书店、文房
用具较为集中的区域，家的四
周有很多文化单位，对面是解
放日报社。小学时，放学路
上，月桂小姐妹对路边橱窗里
的人像绘画特别感兴趣，时常
停下脚步，观摩一阵，琢磨其
中的技法。绕过两个街巷，路
边摆有连环画摊，花两分钱，
便能租借一本回家阅读。月桂

喜欢古典题材，名家的构图、
笔法和线描都深深地吸引着
她，经常是看够了，照猫画虎
地涂上几笔。画好后，拿给
兄 弟 姐 妹 看 ， 他 们 说 像 了 ，
自 己 心 里 就 很 满 足 。 有 时 ，
她还编些鬼怪故事，勾画出
来，吓唬年幼的弟弟妹妹。

学校里，老师发现月桂对
绘画有兴趣，黑板报之类的活
儿便交由她设计绘制。课堂
上，月桂最感兴趣的是美术
课 ， 听 得 最 认 真 ， 画 得 也
好。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
这么支持她，一次，在上其
他课时，她“开小差”，用课
本挡在书桌前，偷偷地勾勾
画画，渐入状态，全然不知
老师已经走到跟前。老师瞪
大眼睛，一把夺下月桂手中
的 笔 ， 只 听 “ 咔 嚓 ” 一 声 ，
铅笔被折成两截，紧接着是一
通训斥……

尽管如此，月桂对绘画的
兴趣丝毫未减。跟随家长看越
剧时，她常常忽略了剧情，关
注起演员的服饰和动作。回到
家，凭印象有模有样地画出剧
中的仕女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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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南大门有个状元厅，侧
面有两个房间。天一阁书画院曾在
此开办书画室，一间是给浙东书风
的传承人沈元魁先生的，一间是给
何月桂和何月娟姐妹的。这一书一
画，相得益彰，且均为宁波书画界
有名的艺术家“坐镇”，彰显出古老
藏书楼的书香之气。

每天，月桂和月娟老姐妹准时
来到书画室，潜心创作，接待同
好，探讨书画知识。偶尔，也为慕
名而来的爱好者创作几幅作品，以
满足爱好者的心愿，拿到画的人自
然是喜出望外。不要说会否产生什
么不朽之作，单就这一对孪生姐
妹，相濡以沫 70年，且有着相同的
爱好，到老也不分离，在这静谧清
香的藏书圣地，沉浸于翰墨之间，
已然让多少人羡慕。她们日复一
日，翰墨丹青，一坐就是14年。

一支画笔幻化百媚千娇。1978
年，国家轻工部欲出版一本有关仕女
绘画的范本，委托何月桂绘制一本

《仕女图谱》。没过多久，一本精美的
图谱出版，书中收录了她白描仕女人
物及局部速写 80 余幅，其中大部分
来自于当年对那群演员的写生之作。

虽未进过艺术院校，可她所积累
的绘画技巧却得到关注。浙江省二轻
系统到宁波办工艺美术培训班，著名
画家刘国辉先生主讲，何月桂应邀辅

导。宁波老年大学美术课需要讲授人
物课，找到何月桂，她来到讲台上，教
出5个班、近200名学员。

仕女画总是给人溜肩、眉毛倒
挂、樱桃小口、脸上充满脂粉气、
弱不禁风的印象，很多人难以品出
其雅致。该如何看何月桂的侍女画
呢？她的弟弟、浙江省美协副主席
何业琦是这样评价的：“她受清代绘
画影响较重，在造型上线条流畅，
顾盼有致，韵味十足。处处能体现
人物的身份和个性，线条和笔墨都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人物间
却隐含着纯朴天真的气息。”

一说一笑，温婉柔顺，一副与
世无争的样子。这让人想到在从艺
的路上，越是达到一定境界的人，
越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何月桂少有
画展，参评作品也不多，她更多的
是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作作画或
与同道交流。早年她的绘画是兼工
带写，现在基本上以写意为主，不
浓不淡，不艳不俗，随心所欲。

如今，年过 76岁的何月桂早已
是省美协会员，每天除了看书画
画，也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网络上。
微信朋友圈里，常能看到她转发给
大家的美术文章，她觉得有益的，
就和朋友一同欣赏。玩“爱派的”，
成了她与外界交流的另一个方式，
转发之勤，不输于年轻人。

壹

何月桂在即将迈入高中阶
段时，正值“大跃进”开始，
举国上下人心骚动。眼见学习
无法正常进行，下一步该怎么
办，对她是个未知数。正巧，
月桂家有个邻居叫郑洪生，也
是宁波籍人，已回到宁波就
业。他所在的宁波工艺美术厂
欲恢复传统的骨木镶嵌、竹编
等技艺，需要美术人才。郑洪
生推荐了学机械制图的月娟。
而这时，在江苏淮阴工作的哥
哥叫月娟过去，到宁波的名额
就落到妹妹月桂身上。后来，
月娟为了不放弃自己的爱好，
也为与妹妹结伴，也来到宁
波，与当时年轻的绘画朋友王
守华、毛国富、王华荣、周鸿
斌等一起搞展览宣教工作。因
为体制原因，她只能进社办企
业，搞机械制图。从此，这对
双胞胎姐妹便没有分离过。

从大上海来到“小宁波”
落脚，那一年何月桂18岁，令
人心安的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再加上外婆家又在宁波，
月桂心里有种安稳感。可是第
一年没有工资，厂里只管一日
三餐。

苛刻的条件没能阻止月桂
那颗向往绘画的心，那时，刚
刚创建的宁波工艺美术厂在

“ 双 百 方 针 ” 中 开 始 兴 旺 起

来，作为“枯木逢春，后继有
人”的第一代工艺美术接班
人，令她自豪。按照 省 里 要
求，工艺美术厂要恢复宁波
的传统手工业，市里选拔一
批具有开拓精神的领导和手
上有绝活的老工匠，涉及雕
刻、竹编、骨木镶嵌、织绣
等传统工艺。厂里担负着出
口创汇的重任，没“两把刷
子”是难以胜任的。月桂最
初 到 翻 簧 小 组 做 绘 画 学 徒 ，
从在鸭蛋上画“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开始，到翻簧小屏
风上画仕女，从小打下的绘
画基本功有了用武之地。

工艺美术制作不同于纸张
上绘画，它要求跳出平面思
维，追寻立体效果，骨木镶
嵌、朱金木雕多用人活动的场
景，需要主体与背景紧密相
连，浑然一体，细节上又要分
开，错落有致，不能重叠。类
似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远近
分明，注意前景和后景的关
系，能看出纵深效果，要有立
体感。

在以后的岁月里，围绕着
美术创作，郑洪生和何月桂，
两位上海来的年轻人一同构
思，一同策划，合作了多部作
品，渐渐地，他们也产生了感
情，最终结为伉俪。

那时的宁波工艺美术，主
打是传统的三大件：骨木镶
嵌、泥金彩漆、朱金木雕。从
翻簧小组到工艺美术厂，月桂
与郑洪生负责设计和绘画。在
适应市场需求的同时，他们更
愿意探索能体现宁波传统艺术
特点的题材，挖掘传统文化的
内涵，赋予新的表现形态。图
纸绘好后，需经木工师傅翻
刻，再反复修改，制作出精美
的艺术品。当年国家领导人刘
少奇出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的礼品，就是他们亲手制作
的翻簧物件。

宁波的岁月，为月桂打开
了一扇通往工艺美术的艺术之
窗。挖掘传统工艺，少不了仕
女形象，多数情况下这一题材
成为画面的主体。她有小时候
的美术基础，再 加 上 不 断 研
究 明 清 以 来 仕 女 画 家 改 琦 、
费丹旭、马骀、张大千、王
叔晖等人的绘画技巧，汲取
养分。再加上江南特有的小
桥流水，亭台楼榭，历史上
众多的富足人家宅院，都为
她的仕女画绘制提供了便利
条 件 。 虽 然 没 进 过 艺 术 院
校 ， 没 受 过 西 方 素 描 的 训
练，也未拜过师，但对仕女画
的理解，总有与一般人的不同
之处。

一个偶然的际遇，给何月桂的
绘画带来了新的生机。“文革”开始
后，艺术剧团纷纷解散，一批年轻
演员下放到工艺美术厂劳动。她发
现那些搞艺术的演员，不仅人长得
俊俏，而且走路、姿态等一招一式
跟常人大不相同，特别入画。看着
她们，她想：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
活生生的仕女吗？她们受过形体训
练，注重仪表和动作，只是衣着和
场景与古代略有不同而已。她画仕
女的热情像烈焰一样地被点燃，工
间休息时，她抓住机会，主动给她
们画肖像速写，采撷这来自生活瞬
间的表情、动作、姿态……

“腰身是不是扭到这样？”“眼神
要往哪里看？”演员们的手势表情，只
要需要，什么都做得出来，仕女的纤
柔、婀娜、动感、媚态……均能活灵活
现地展现出来。白居易《长恨歌》中

“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诗句，在演员们
嘻嘻哈哈、轻松自由、无心理负担的
状态下，被真实地演绎出来，成了那
个特殊年代写生的一次绝好机遇。

没有对着石膏像画速写，身边
是经过造型训练的一群人；没有学
院派的框框和约束，一同劳动的演
员长什么样，做出什么姿势，她就画
什么样。慢慢地，她的仕女画不再是
虚幻的天宫仙女或神界丫鬟，而是有
血有肉的真实形象。车间的老师傅们
尽管文化不深，但都愿意拿何月桂的
画稿去拷贝，因为形象真实生动，不
扭捏作态，又留有工艺操作的余地。
师傅们依样锯下牛骨或象牙片，抹上
黄鱼胶，镶进木板，再打磨、上清漆、
抛光……如此，她的《红楼梦》《西厢
记》《牡丹亭》等古典题材人物，便栩
栩如生地走上木板，也走进了人们
欣赏艺术品的视野之中。

“群芳雅集”是何月桂较为得意
的骨木镶嵌大屏风。1972 年开始设
计，经过多个工种的参与制作，次
年拿出作品，在广交会上被香港客
商以 10万港元买走，在香港宋城展
出。作品的设计者是郑洪生，何月
桂负责仕女画部分，总共有 100 个
仕女，贯穿于亭台楼阁等园林场景
中。她说：“仕女的美不光是五官造
型，还有体态方面的。我把 100 个
人物分成 10多组，有的在楼台里弈
棋、制扇、吟诗、赏花；有的在庭
院里作画、练功、驯鹿、游戏；有
的在池边浣纱、汲水、钓鱼、行
舟；有的在假山奇石旁觅蝶、放
鹤、捺筝、对月。把她们分散在各

自的小天地里，通过各种活动场面
来反映古人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细腻的笔触，舒展的线条，活泼的
动感，达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
宫粉黛无颜色”的境地。参与制作
的都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老师傅，
经 过 几 个 月 的 绘 、 雕 、 沾 、 磨 、
漆，不惜工本，设计意图得到充分
体现，达到了精品的水准。

“群芳雅集”大屏是工艺美术厂
里程碑式的作品，凝聚了好多人的智
慧，那件作品至今令月桂念念不忘。
屏风体量大，底座敦实，画面饱满，红
木所镶嵌的白骨，构成了亭台楼榭、
人物车马，几个不同的景致，体现了
宁波工艺美术主题集中、动静结合、
人物生动、制作细致的特点。

但是，“群芳雅集”的制作，是
在十年浩劫期间，满是古装小姐的
作品，尽管很精致，但难免被扣上

“宣扬封建贵族吃喝玩乐”的罪名，
乃至于设计的原稿后来也被洗劫一
空。现在，她手头只留有不太清晰
的照片作为纪念。部分画稿，是从
热心搜集者手里借来翻制的。

如今，参与制作的老艺人大多
已过世，在世的两位也年事已高，
无法再制作出那样的作品，因此

“群芳雅集”已成绝唱。
现藏于日本奈良县博物馆的骨

木镶嵌大屏风“穆桂英练兵”，是参
照北京故宫所藏屏风的样式制作
的，何月桂负责画面设计。英姿勃
发的百名女兵，与传统的仕女形象
有所不同，在姿势、服饰、动作、表情
上，都要符合沙场人物的特点，体现
在操练中的英姿和力量，既要做到威
武有力，又要体现女兵的美貌，动作
还要符合武术的招式。在两米宽的界
面上，安排上百个人物，费尽了脑筋。
首先是动作不能重复，表情也不能相
近，仅这一项，便花去何月桂几个月
的时间。小样设计了无数次，反复修
改，最后组合到一个画面中。大屏的
底板为红木，人物镶嵌用黄杨木、螺
钿组成，造型十分生动。

“红楼群芳图”也是何月桂设计
的人物造型代表作，作品用整块料做
背景，除十二金钗外，还有众多丫鬟
等，共镶嵌有象牙人物 30多个。一个
人物要用多块象牙片按不同的背景
需求拼合而成，象牙的天然色彩与背
景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衬托出人物
的形象特征。屏风当时制作了几套，
大多被国外客商收藏，宁波仅留一
件，现藏于新芝宾馆。

月桂笔下月桂笔下““ ””
李广华 贺宇红/文 李广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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