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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物

今年 6 月初，在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举办“余季杯”漆器创意创作
大赛展览之际，该校老师姚炬炜与
漆艺爱好者江霞签订了现代学徒制
的师徒协议。至此，34 岁的市彰
髹漆艺非遗项目传承人姚炬炜，有
了第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徒弟。

姚炬炜执教于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可以说跟
他学习漆艺的学生们，也是他的众
多“弟子”——因为这里实行的是现
代学徒制的大师工作室教育模式。

笔者第一次见识彰髹技艺是在
姚炬炜的工作室。学生们把一把
普通的纸扇浸入水中，任漂流漆
流淌在扇面上。出水的扇面便呈
现 山 水 云 霞 般 梦 幻 的 肌 理 效 果 。
一件气韵生动的文创产品，就这
样诞生了。

当然，这可能是最为简单易学
的彰髹技艺。

古语“彰髹”技艺，又称“斑
纹填漆”。现代的定义是指以物料
起纹工艺和填漆工艺相结合的漆器
工艺。这种工艺，最终在漆胎上形

成 缤 纷 错 杂 的 色
彩 和 自 然 生 动 的
纹理。

彰 髹 漆 艺 ，
是 浙 东 地 区 大 漆
的 特 色 工 艺 技
法 。 2018 年 5 月 ，
彰 髹 漆 艺 被 认 定
为 宁 波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 姚 炬 炜
成 为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彰 髹 漆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这 一 年 ， 姚 炬 炜
刚满 30 岁。

事 实 上 ， 姚
炬 炜 2008 年 才 接

触大漆材料，开始系统学习中国传
统髹饰工艺体系。从如何“披麻刮
灰”制作漆画底板，到素髹、彰
髹、描金、戗金、浅刻、莳绘等装
饰技法的练习，他与漆艺结下了不
解之缘。2009 年，21 岁的姚炬炜制
作的漆画《纸飞机》入选“第十一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是当时艺术
展览中规格最高的比赛之一，入选
是对他学习传统大漆髹饰技法的最
好嘉奖。那时，姚炬炜还在中国美术
学院漆艺专业本科就读。

“当时，同学们都以入选国家
级展览为自己的专业目标，那年一
大半时间，包括暑假，我都在创作
当 中 。” 谈 到 《纸 飞 机》 稿 子 创
作，他说，先要创作一张与 2 米漆
板大小一样的水粉或水彩画稿，然
后拷贝到漆板上，反复髹漆，手工
打磨，使漆面达到光、亮、平的极
限。10 多年之后，这幅作品还是
光艳如新。

至于 《纸飞机》 画面构图，姚
炬炜说，灵感来自勾勒校园建筑线
条框架时，所产生的偶然图形。后

来 ， 他 将 其
强 化 成 多 种
形 态 的 “ 纸
飞 机 ” 主
题 ， 从 而 使
这 幅 作 品 更
有 主 观 的 生
活 化 趣 味 ，
画 面 感 更 加
灵动。

作 为 湖
州 人 ， 姚 炬
炜 从 江 西 科
技 师 范 大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后 ， 来
到 位 于 北 仑
区 的 宁 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任 职 ， 担 任
非 遗 漆 艺 的
专 任 教 师 ，
还 承 担 了 丝

路艺术研究中心的传统漆艺研究和
创作工作。而当地文化部门，也把

“传承漆艺文化，打响漆画品牌”
作为北仑区特色文化发展的方向。
姚炬炜在这里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
台和空间。

这些年来，姚炬炜的漆画漆艺
作品频频获奖，他成为宁波漆艺创
作中的中坚力量。姚炬炜的漆画作
品 《青绿之间》《渔歌唱晚》《寻寻
觅觅》《戚继光抗倭八联屏》 和漆
器 作 品 《脱 胎 漆 面 具》《彰 髹 漆
器》 等，相继在国家、省 （市） 级
展览中获奖。有的作品还被福建省
美术馆、宁波美术馆和中国港口博
物馆收藏。

漆艺要经过底胎制作、纹饰制
作两大步骤。以彰髹漆艺为例，从
制胎到最后的推光，整个流程的工
序有 20 多道。漆艺创作持续时间
长，需要创作者耐得住寂寞。漆艺
的传承与创新，更需要沉潜钻研的
工匠精神。

在漆艺创作中，姚炬炜认为，
他喜欢的创作方法是既有迹可循，
又不循规蹈矩。“想要创作能融入
当代生活的漆艺作品，需要体悟古
人的工艺与文化传统，又要引入现
代人的日常审美。二者结合才能让
大漆制作的精美器物，与当下个体
生命感应，进而转换成一种传承下
去的动力。”

姚炬炜的一些漆画、漆器创
作，正是将当代艺术的立体构成，
融入传统的髹漆工艺中去。他的作
品 《脱胎漆面具》，现收藏于福建
省美术馆：黑色素髹，简约几何造
型，有方有圆，棱角分明，过渡顺

畅，光可照人。
从 2018 年底开始，姚炬炜的

创作逐渐转向对生活场景中以及游
玩途中所见的动植物进行漆艺描
绘。他说，漆画是大漆材料在装饰
语言方面最能大展手脚的地方，这
同时也是展示自己艺术个性的“场
地”。

“有时，我会抛弃传统的精细
制作方式，选择突破性的创作方
式，将精致的漆艺暴露在粗犷的底
灰中，展现不一样的美。”他说。

从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朱漆木
碗，到楚汉、明清时期漆文化的
繁荣，中国漆艺绵延传承，走过
了 7000 年漫长又辉煌的历程。对
漆艺创作的未来，姚炬炜充满信
心。

他认为，传统漆艺除了可以化
身于漆画创作，还有漆立体创作、
实用日用品创作等多个板块。漆立
体创作需要有雕塑及装饰绘画能力
非常强的专业人才进行艺术创作，
强调漆材料的艺术表现力，具有国
际化视野；实用日用品创作强调传
统漆艺当中的技法掌握能力，可以
靠一种或多种技法，实施在各类实
用器物表面装饰，强调漆艺技法的
装饰性、美观性和实用性。

“让漆艺走出博物馆，走入大
众生活，寻找传统漆艺在现代日常
的美学表达，展现大漆在当下的深
邃与华美。”这是姚炬炜追寻的艺
术梦想。而在现实中，他的学生的
毕业设计作品，常常运用传统的非
遗漆艺技法，融入了他们的思考与
情感，这也许是作为老师的姚炬
炜，所更为欣慰的吧。

寻找传统漆艺的时代美学表达
——姚炬炜的漆艺传承创新之路

汤丹文

中堂，指位于建筑正中的厅
堂，是古人待客、议事的场所。比
如江南四合院，有正房和东西厢
房。正房有五间的话，自东向西依
次为：东大房、东房、中堂、西
房、西大房。中堂居中。中堂家具
的样式和置放也有定式，一般靠墙
放案几，案几上放帽筒和小插屏，
案前放八仙桌，八仙桌左右放太师
椅；按屋子的大小，两边各放一几
两椅，或两几三椅，或三几四椅，
场面大的放有四几五椅。中堂的墙
壁可挂中堂画和对联，也可置放木
质屏风，叫中堂屏风。中堂屏风与
其他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
彰。

屏风，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家
具，据史书记载，早在我国春秋时
期就有了。《史记》 记载：“天子当
屏而立。”皇帝把屏风作为权力与
尊严的象征，大臣们把屏风作为警
示自己的工具，文人雅士则把屏风
作为艺术品欣赏。东汉李尤在 《屏
风 铭》 中 对 屏 风 的 特 点 有 过 描
写：“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
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
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屏 风 ，“ 屏 其 风 也 ”， 具 有 防 风 、
隔断、遮隐等功用。屏风种类繁
多 ， 有 立 式 、 折 叠 式 ， 还 有 挂
屏、砚屏等等，五花八门。中堂
屏风是其中之一，其作用主要是供
人欣赏。

一般客人来访，走进中堂，首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中堂屏风，然后
才是家具摆设。中堂屏风是宅第核
心，体现了一种特有的中国文化和
情怀。为此，古人对中堂屏风的形
制、材质、雕工、屏芯题材选择等
方面，都非常谨慎。中堂屏风，通
常略矮于中堂墙壁高度，每片屏风
呈 瘦 长 形 ， 根 据 房 子 的 大 小 ， 6
片、8 片、10 片或 12 片不等。屏风

一般分 4 个层次，上花板高十几厘
米，宽三四十厘米；上屏芯约占屏
风三分之一；腰板高十几厘米，宽
三四十厘米；下大板约占屏风三分
之一。

浙东著名古建筑宁海黄坛的厚
诒堂，是黄坛“四堂”（厚诒堂、
益善堂、克绍堂、居易堂） 之一，
建于乾嘉年间，是一座精美的四合
院，其砖雕、石雕、木雕“三雕”
工艺，“冠绝浙东”。其实，厚诒堂
的中堂屏风也是艺术瑰宝。屏风 8
片 相 连 ， 每 片 高 2.62 米 ， 宽 0.52
米，覆盖了中堂的背景。屏风为楠
木材质，线条流畅，做工精良。上
花板雕花鸟虫草，屏芯据说是当地
名儒手书的朱子家训。尤为精彩的
是，中间腰板浅浮雕天台八景：赤
城栖霞、双涧回澜、石梁飞瀑、桃
源 春 晓 、 华 顶 归 云 、 琼 台 夜 月 、
螺溪钓艇、寒岩夕照。这些浮雕，
犹如一帧帧山水画，山色氤氲，意
境绝妙，堪称精品。

笔者也收藏有 7 片中堂屏风，
它来自宁海一座老宅。该老宅建于
乾隆年间，主人举人出身，曾担任
过抚台。此屏风也是楠木材质，每
片高 2.2 米，宽 0.48 米，上花板雕
花果，屏芯原为一帧帧山水画，因
时间久远已模糊不清，每扇屏芯有
6 个漂亮的节子。屏风 7 块腰板，
中间一块雕“苏武牧羊”，人物古
拙，羊群憨态可掬。两边 6 片雕

“六骏图”。古时南方匠人不善雕
马，大都雕得非马似驴，这六骏却
是形象逼真，神采飞扬。画中一匹
四足仰天的骏马，弧形的脊背，弯
曲的四肢、飞扬的尾巴，表现出马
在滚尘一刹那的动姿。屏风下身大
板，雕古玉上常见的钩子纹饰。屏
风整体大气、优雅，颇有气场。此
7 片中堂屏风，现展陈于宁波月湖
银台第官宅博物馆内。

中
堂
屏
风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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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惊悉乔羽先生仙逝，20 多年
前与先生的一次偶遇，平生难得的
珍贵记忆，犹如昨天，清晰地浮现
眼前。

2000 年 4 月下旬，我随一文化
代表团访美。某日，正在华盛顿
美术馆欣赏名家油画，突然，看
见一张熟悉的面容——没错，是
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他也在看
画 展 。 我 喜 出 望 外 ， 立 即 上 前 ，
作了自我介绍，乔先生热情地握
住我的手，先合了影，又拉住我
找了展馆的一个角落，坐下来亲
切交谈。

当 年 ， 乔 先 生 已 有 70 多 岁 ，
精神很好，一如报刊、电视上时常
见到的和善笑容。他由女婿徐冬冬
陪同参观。我说，画家徐冬冬来宁
波天一阁举办画展时，先生曾一同
来甬，那次我没机会拜见，在这里
遇见先生真是今生有幸。我提到李
小雨 （著名诗人李瑛先生女儿） 主
持 编 辑 的 1999 年 7 月 号 《诗 刊》

“乘着歌声的翅膀”歌词专栏。在

“雪片一样飞来的自然来稿”中，
选编了乔羽、李敖等 20 位作者的
作品。这个专辑，最后是送请乔羽
先生审定的。非常感激先生，其中
有我这个无名之辈的一首词作。先
生问，是哪一首？我说，《世界不
是一个》。他重复问了一遍。我就
随口念了其中两句：我的世界有两
个，一个姓穷，一个姓富，穷的会
唱歌，富的打呼噜。先生笑着说，
不错不错。接着又说了一番鼓励的
话。

这次不到半个小时的会面，成
为我至今依然坚持歌词创作的精神
动力。这次偶遇，唯一令人遗憾的
是，摄影师告诉我：当时你太兴奋
太激动了，抢拍的几个镜头都被你
的手动坏了。

乔羽先生一生留下了 《让我们
荡起双桨》《我的祖国》《人说山西
好风光》《难忘今宵》 等一批脍炙
人口的歌曲，它们与山河同在，与
人民同在，永远鼓舞我们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

在美偶遇乔老爷
吴百星

竺孝宁作品 王韶光作品 张一波作品 邱文雄作品

6 月 28 日，张一波、竺孝宁、邱文雄、王韶光中国画四人展，在位于月湖贺秘监祠的
宁波文艺之家举办。

张一波擅长画竹治印，写竹追慕板桥，崇尚蒲华。印痕则入浙派，喜好之谦面貌，牧
甫印风。竺孝宁专于梅兰竹菊，因其书法功底，故而画中线条更加生动厚重，变化沉稳。
邱文雄早年学画，后潜影像，复再丹青。故照有笔墨味，画具光影气。王韶光崇尚丛峰林
壑，心仪“陆家山水”。笔墨性随心移，样式非于一格。

4 位画家受浙东书风默默滋养，笔下意趣透着梅钱典雅，能窥得二沈秀穆。本次展览
由浙东书风传习所主办。 （戴迅凯）

抒胸襟意象
传浙东书风

漆画《纸飞机》

漆画《同心同行》

姚炬炜工作照

宁波月湖银台第官宅博物馆内中堂屏风（应敏明供图）

厚诒堂中堂屏风雕板：天台八景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