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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名片：
1977年出生于象山县大塘

港畔，毕业于宁波市美术专科
学校。1997 年着手麦秸画制
作，经过二十年的琢磨和研究，
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多
次在全国、省、市展览中获奖，
并在开渔节作为礼品赠送给国
内外来宾。2004 年，他的麦秸
画入选象山县第一批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目录。2008 年，他
在宁波群艺馆群星厅举办个人
麦秸画作品展。今年 4 月，入
围 2017 年度浙江省“新峰计
划”青年人才（工艺美术类）名
单。

一根小小的麦秸，在象
山县工艺美术师徐敏杰的手
中能够变幻出多姿多彩的画
面。今年4月，他创作的麦
秸画《枫林寒禽》被浙江工艺
美术博物馆收藏，他本人也
因此入围“新峰计划”青年人
才名单。近日，记者采访了
徐敏杰，听他讲述麦秸画创
作中的酸甜苦辣。

记者 陈爱红/文 崔引/摄

徐敏杰的麦秸画渐渐被人们认可，慕名而来的购买者
让他的麦秸画供不应求。在简陋的工作室里，一把麦秸、
一张书桌、一把剪刀、一瓶胶水、一把自制烙铁和一颗执着
的心，构成了徐敏杰全部的创作世界。他经常从晚上八九
点钟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一次他创作一幅人物
作品，人物形态总是把握不准，一条条麦秸贴上去，又一条
条地揭下来。等他终于完成这幅作品时，他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一抬头猛然发觉一抹朝阳已透过窗口洒在一堆废弃
的麦秸上，不知不觉中，他创作到了天亮。

2008年，徐敏杰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先后创作了
700多幅麦秸画。这一年，他被评为宁波农民艺术之星，
40多幅精品麦秸画在宁波月湖湖畔的群星厅展出，这次展
出也让他的麦秸画走出了象山，让更多的人见识了它的风
采。除了展览外，徐敏杰的作品还以图片的形式发表于
《浙江画报》《宁波日报》《浙江工人报》等杂志报刊上。

现在徐敏杰专攻花鸟画，他借鉴宋元花鸟画的画法，讲
究湖面构图的新颖和意境的营造，还特别注重对动植物形
象情状的观察研究。麻雀是乡间最普通的小鸟，有时候在
小区的绿化带或公园里遇到它们时，他会停下来饶有兴趣
地看看它们飞翔和栖息的样子，然后在麦秸画中尝试展示
它们的不同姿态。今年4月，在浙江省“新峰计划”青年人才
评选中，徐敏杰凭借麦秸画《枫林寒禽》脱颖而出。画中7只
可爱的小麻雀栖息在枝头，姿态各不相同，它们胸脯上的绒
毛细腻逼真，闪着柔和的光。朋友们打趣说，徐敏杰就是凭
着7只小麻雀入围“新峰计划”人才名单的。其实，在这7只
小麻雀背后，有着他不为人知的付出：徐敏杰花了半个多月
的时间，用百来根麦秸做成这幅画，每只小麻雀的胸脯只有
成人的大拇指那么大，徐敏杰花了近4个小时的时间来打
磨，把一根根麦秸剪成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细丝，再一根根地
粘贴上去……他就是这样把麦秸画打磨成了艺术精品。

金灿灿的麦秸给了他灵感

麦秸画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它吸收了国画、版画、
剪纸、烙画、贴画等诸多艺术表现手法。1996年，徐敏杰
从宁波市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毕业后一段时间里他面临着
待业在家的困境。在迷茫中，他经过家乡的麦田，记起小
时候祖母用麦秸扎出各种小动物的情景，于是灵感突现：
用金灿灿的麦秸做一些麦秸画，也许是一条创业之路。

有美术专业基础的徐敏杰马上行动起来，麦子成熟
后，他收集了自己麦地里的麦秸，开始用这些麦秸做麦秸
画。以硬纸板为底，把麦秸剪开抚平，根据麦秸的特性，在
纸上构图做出花鸟虫鱼的图案。徐敏杰尝试创作的第一
幅麦秸画是虾，一是因为他喜欢齐白石画的虾，空闲的时
候经常用毛笔画虾，在构图上比较有把握；另一个原因是
麦秸的纤维很适合表现虾纤细的足须和肢体。这幅A4纸
张大小的麦秸画，徐敏杰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才完工。做好
后，徐敏杰自己看看还满意，拿给家人和朋友看，大家也觉

得不错。徐敏杰于是正式开始制作麦秸画，那段时间他足
不出户地创作麦秸画，做熟练后，一天可以制作两幅麦秸
画。

做了五六十幅麦秸画后，徐敏杰到一些新开业的宾馆
去推销。宾馆老总们很少见过麦秸画，有的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让他留下几幅画作为样品，有的则觉得麦秸画不够档
次直接拒绝了他。在多次碰壁后，徐敏杰在鄞州区轻纺城
附近一家即将开业的宾馆打开了销路，这家宾馆一下子向
他订购了60幅麦秸画，放在宾馆的不同房间和大厅里。
卖画得到了3600元钱，这是徐敏杰在麦秸画上赚到的第
一桶金。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徐敏杰的麦秸画，
一些宾馆还主动联系他购买麦秸画。现在，你仍能在象山
的石浦王府宾馆、松兰山海景大酒店等宾馆里看到当年徐
敏杰创作的麦秸画。做麦秸画让待业在家的徐敏杰找到
了创业的自信。

创作有象山特色的麦秸画

得到市场的初步认可后，徐敏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北方也有麦秸画，如何才能让自己的麦秸画做出特色来？
象山石浦渔港是中国四大群众渔港之一，石浦渔民素来有

“三月三，踏沙滩”“祭海”等习俗，其中“祭海”是渔民出海
捕鱼时，祈求平安丰收的一种仪式。国家实行“休渔期”
后，人们把“休渔期”结束称为“开渔”。象山县政府和旅游
部门将原来民间的“祭海”活动开发成节庆活动，并于
1998年举办了首届象山开渔节。象山的渔文化独具魅
力，徐敏杰开始创作更多渔文化题材的麦秸画，让传统的
麦秸画具有了更多海洋元素。经过几年的探索，徐敏杰的
麦秸画逐渐具有了浓郁的地方特色。2004年，他的麦秸
画入选象山县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2005年上半年，象山县的收藏家钱永兴在象山体育
馆举办民间对联展，需要一批有创意的礼品送给前来观展
的友人，钱先生找到了徐敏杰，请他帮忙做一批有创意的
礼品。徐敏杰经过思考后，创作了青花盘系列的麦秸画。
这个系列的麦秸画在材质上进行了创新，选用民国时期民
窑的青花瓷盘入画，青花盘与麦秸做的鱼虾海草同时出现

在画面中，刚柔并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时任中国楹
联学会名誉会长常江先生当时在宁波开会，常先生不仅看
了钱先生收藏的对联，还看到了徐敏杰做的麦秸画，他越
看越喜欢，鼓励徐敏杰继续创作下去。2006年，青花盘系
列麦秸画被有关部门作为开渔节的礼品赠送给国内外来
宾。也是这一年，徐敏杰被评为象山县工艺美术师。

徐敏杰的麦秸画“源于象山，出于象山”。一幅构图简
单的麦秸画《月夜文峰塔》，以一塔一台阶一月亮构造出月
夜文峰塔静寂空寥的意境，勾起了人们淡淡的乡愁。为了
创作这件作品，徐敏杰多次到塔山去写生，打下九幅草稿。
徐敏杰的麦秸画用简练的线条勾画出江南风情，麦秸画《江
南的雨声》，融借三个古今大书画家的艺术手法，把米芾的

“点”、虚谷的“柳条”和吴冠中的“民居”自然糅合于画面中，
意境悠远，既有小家碧玉之秀气，又得大家传统之风范。
2007年，美籍华人、美国华龙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彬先
生特意到徐敏杰处购买了一批麦秸画带回美国，作为馈赠
友人的礼品。

把麦秸画做成艺术精品

徐敏杰：

让金灿灿的小麦秸华丽转身
作品《枫林寒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