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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捻条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捻条画的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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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岁 的 吴 建 堂 先 生 ，

个头不高，笑容总是舒展

和缓，作为四川省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捻 条 画 的 传 承

人，70 多年的绘画修养，让

他在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

一股君子风骨。

捻条画是用经过特殊

处理、制作后的纸页折叠

成各式“捻条”作为画笔蘸

墨、蘸色所作的国画乃至

油 画 ，具 有 零 乱 美 、粗 犷

美、苍劲美和洒脱、激放、

斑驳、朴拙的视觉刺激和

艺术特色，是绘画领域发

掘出的另一种艺术思维论

述 和 哲 理 的 艺 术 表 现 形

式，丰富了中国绘画艺术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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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蕴风骨
——走近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捻条画传承人吴建堂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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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爱国家庭中成长起来

的吴建堂和他的父亲吴道悲一样，

十分重视画中的风骨。他画兰不争

世夺艳、不惧艰险的凛然品德、君

子风骨；画鱼的逆水奋进；画马的

神采俊逸，奔放潇洒……他常告诫

儿子说：“绘画不应仅仅用于观赏，

画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以作品展现

中华风采，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唤

醒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感。”

饱含着这样的高风亮节，捻条

画受到了国内外绘画界的高度评

价，吴建堂也获得了诸多荣誉与

头衔，如中国国画院名誉院长、文

化部中国德艺双馨书画院荣誉院

长等。功成名就并没有让吴建堂

迷失初心，他始终过着勤俭的日

子，他说他习惯了这种朴素的生

活。“我这一生就想着健康快乐就

好。毕竟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

帮助。”

吴建堂热心公益，他在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间，多次以拍卖画

作的方式资助希望工程和贫困学

子。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吴建堂立刻四处捐赠

捻条画用于赈灾拍卖，成功筹集

善款 200 余万元。2014 年 11 月，

在成都慈拍大会中，吴建堂将拍

卖捻条画所得善款用于救助四川

部分涉残儿童。

“我希望用捻条画做更多有意

义的事。”吴建堂感慨道，他想，捻

条画以爱国为起点，也必然将以爱

国爱民和善德的秉性为宗旨一直

沿续下去。

艺人
——磨砺自匠心

守

我的老家广西南宁那楼镇，是

远近闻名的榨粉之乡。

那楼榨粉堪称粉中珍品，工艺

讲究，历史悠久。榨粉也是老家的美

食招牌，用榨粉招待客人更是家乡

人的待客之道。别看榨粉的原料简

单，其制作工艺却精细讲究，要经过

选米、浸泡、磨米、吸水、揉团、入草

灰、舂浆等一系列工序。

儿时，逢年过节前，母亲都要挑

出优质的晚稻大米放进瓦缸，用井

水浸泡。随后就带上镰刀去采芭蕉

叶。在池塘边的芭蕉林里，母亲将镰

刀绑在竹竿上，娴熟地采割树顶的

芭蕉叶。芭蕉叶是母亲做榨粉的绝

招，芭蕉叶的淡淡清香，能使榨粉风

味更佳。

回到家，母亲取出竹篓，用芭蕉

叶铺好篓底，封好篓壁，把泡过水的

米倒进篓里，再用芭蕉叶、干稻草封

住篓口。两天后，揭开芭蕉叶和稻

草，将焖了两天的大米倒进大瓦盆，

双掌搓烂，再用石磨精磨三次，制成

米浆。

米浆磨好后，母亲会将其倒在

垫有草木灰的白布上，目的是让草

木灰吸干米浆的水分，等到米浆变

稠结块后，就揉成米粉团，然后再把

米粉团埋进箩筐里的草木灰中，待

其微微发酵，那楼榨粉那微酸的特

殊风味就来源于此。

待客当天，鸡啼五更，母亲便起

身烧开一大锅水。从草木灰堆里取

出米粉团，清洗后下锅煮熟，再以石

碓把熟粉团舂成光亮柔韧的粉浆，

这是榨粉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经过这一番繁琐的劳作，天已

放亮，母亲将榨粉器清洗干净。榨粉

器是木制的，底部有数十个小圆孔，

将粉浆放入其中，架在开水锅上，用

力一压手柄，一条条圆柱状的米粉

就徐徐落入沸水之中，烫上数十秒，

便可用网兜捞出。此时，父亲已在一

旁忙着备佐料了：瘦猪肉、咸菜一并

剁碎炒香，将粉装碗，撒上一大勺咸

菜肉末，再拌些葱花、香菜、胡椒粉、

五香粉等调味，最后浇几勺上乘的

花生油，一碗润滑爽口、让人唇齿留

香的榨粉就做成了！

在故乡，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

以味形俱佳的榨粉迎接来客。客人

上门后，主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敬

上一杯茶，而是递上一碗粉。“过节

没榨粉，就像不过节”，家乡人都有

这样的感觉。

时光荏苒，如今街上售卖的榨

粉，其制作工具早已机械化。年过八

旬的母亲，却依旧保留着那把古旧

的榨粉器。每当节假日，她总会用古

老的方式榨出一大盆米粉，等我归

家。每次送别返城的我时，母亲总要

叮嘱：“有坎走不过时，记得回家，娘

做最好的榨粉给你吃！”

家乡的榨粉就是如此地令人回

味无穷，它总能用古朴简约的味觉

体验唤起我的浓浓乡情。

业界聚焦
5G时代北京文化产业
发展新机遇

本报讯（张婧）近日，由北京市国

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中心、北京市海

淀区委宣传部、北京银行联合主办，

以“5G 时代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新机

遇”为主题的首都文化产业投融资项

目推介会暨北京5G文化产业投资峰

会在北京举行。

推介会上，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局

总工程师顾瑾栩、爱奇艺副总裁王学

普、微影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肖明等嘉

宾分别就“5G 行动方案政策解读”

“5G 应用：站在现在看未来”“5G 时

代视频行业发展新机遇”“ 5G时代文

化产业投资机会”等话题发表了主题

演讲。在圆桌论坛环节，腾讯影业副总

裁陈洪伟、阅文集团高级副总裁罗立

等嘉宾就“5G时代北京文化产业投资

新机遇”交流和分享了各自观点。同

时，主办方还安排了 8个优秀项目进

行现场路演。“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

文化产业发展迎来更多新机遇，我们

将继续关注5G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进

程，大力推动 5G 时代首都文化产业

创新发展。”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

督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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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专家聚焦
儿童戏剧创作、教育

本报讯（秦毅）近日，以“中外儿

童戏剧面面观”为主题的中外儿童戏

剧论坛在陕西西安召开。近 20 位中

外儿童戏剧艺术家、评论家和儿童戏

剧教师齐聚一堂，为世界儿童戏剧的

合作与发展建言献策。

本次论坛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组

织，吸引了众多喜爱儿童戏剧、关注

儿童戏剧发展的中外戏剧专家参加。

论坛现场，中外嘉宾就儿童戏剧未来

的发展和制作、儿童艺术教育与戏剧

发展的可能性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西安儿童戏剧创作和

教育氛围越发浓厚。”西北大学副教

授、戏剧学者高字民表示，西安的文

化资源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为儿童戏

剧带来了传统文化与国际视野结合

下的创新发展。

捻 条 画 的 创 始 人

是吴建堂的父亲——

吴道悲。“父亲是从极

贫极困中历经漫长坎

坷奋斗出来的画家。”

谈起父亲的经历，吴建

堂坚毅的眼神中露出

无限地感慨。

吴 道 悲 出 生 于 穷

苦家庭，早早体会到疾

苦的他，一直学习进步

思想，胸中藏着满腔爱

国情。1935 年，战乱之

际，吴道悲因为被当地

旧兵痞威胁、恐吓，走

投无路下躲进了一座

大山，困在山中七天七

夜。在 炮 火 的 轰 鸣 声

中，吴道悲眺望着祖国

被日渐摧残的大好河

山，感怀万千。他热血沸腾，迫切地

想将祖国的美好用自己的画记录

下来。然而，他的画笔早已在颠沛

流离中丢失，于是，吴道悲急中生

智，将包中纸页折叠成条，代替毛

笔作画。那一天，当吴道悲狂放洒

脱地落下最后一笔时，第一幅捻条

水墨画诞生了。

“父亲是个画家，更是个爱国

者。”对于父亲，吴建堂如此评价。

吴建堂回忆，曾经父亲的书房里

放着一箱箱自己画印的抗战漫画

书，父亲将这些书发给学生、群

众，激发大家爱国之心，在社会上

颇具影响。

1939 年到 1943 年这五年间，

吴道悲长期在成都进行爱国活动，

很少回家，此间，他和徐悲鸿、张大

千、关山月、潘天寿等爱国画家成

了挚友。这期间，他创作了巨幅爱

国捻条画《轰炸图》，这幅画曾和当

时关山月绘制的油画《轰炸图》同

一天在成都展出。

1940 年，吴道悲在成都举办

了捻条画展。在开幕式当天，徐悲

鸿提笔写下“怪笔神功，独特无

双”八个大字，肯定了捻条画的艺

术价值。

吴建堂4岁起便开始展现出绘

画天赋，他常常搜集家里不用的炭

用于画画，有时候扫着地，兴致一

来，用笤帚在地上便画起来了。在

吴建堂懵懂年幼的记忆里，常年在

外的父亲吴道悲是个既熟悉又陌

生的角色，他甚至不清楚父亲的身

份就是一名画家。

这样的陌生感一直持续到吴

建堂 6 岁那年。一天，吴建堂和往

常一样，随着自己的兴趣在墙上

画着他想象的集市，突然身后伸

出一只手接过他手中的笔对他的

画进行修改，吴建堂被对方精湛

的画技惊住了，转身才发觉竟然

是自己的父亲。“那时，我才知道

我的父亲是一名画家。”吴建堂感

慨地说。

此后，吴建堂跟随父亲吴道悲

学画，并受到父亲的好友画家徐悲

鸿、张大千、张采芹等人的指导。

“父亲画捻条画的时候我就站

在旁边为他研墨，观摩他的画法。

他会用 34种用纸折成的不同大小

不同形状的捻条作画，会运用拉、

打、弹、滚这些技法。这些我都记在

心里。”吴建堂回忆说。

1951年，是让吴建堂永生难忘

的一年，这一年父亲吴道悲离世

了。他至今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

父亲在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说：

“我没什么留下的，留给你最大的

遗产就是这一屋子的书和画。”

整理了父亲书房里的470幅画

和12000多本书后，“传承”两个字

也深深地烙在了吴建堂心中。

此后，他潜心研究父亲吴道悲

的捻条画，经过多年的仔细琢磨，

2009 年，他在父亲捻条水墨画的

基础上，融合西方绘画技巧，从而

创新出捻条油画，并先后创作出

《山晨之歌》等捻条油画大作。多年

来，吴建堂一直在为捻条画的宣扬

和传承奔走着，尽管早已年过古

稀，他依然坚持到各地宣传捻条

画。如今，吴建堂的儿子吴乙古也

扛起了传承的大旗，开启了新的捻

条画传承之路。

江明贤墨彩巡回展
亮相成都杜甫草堂

本报讯（李林晅）9月 12日，由中

华文化联谊会、四川省成都市文广旅

局、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联合主办

的“云月八千里——江明贤墨彩巡回

展”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诗书画院

美术馆、中国书法馆开幕。展览精选

台湾著名画家江明贤游历两岸和海

外各地所创作的近百件墨彩作品，展

览将持续到9月24日。

展览以“云月八千里”为主题，围

绕“一带一路”沿线展开，彰显了“一

带一路”文化先行的理念。活动当天

还举办了“江明贤创作与两岸中国画

交流座谈会”，专家学者针对江明贤

的创作特点展开深入探讨与对话。

你好，大熊猫！
全国首档大熊猫科普
音频节目上线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生 邓
纾怡）“大熊猫为什么是黑白的？”“大

熊猫竟然是近视眼？”“熊猫吃竹子为

什么不扎嘴？”……9月 12日，全国首

档大熊猫科普系列音频节目《你好！

大熊猫》正式登陆咪咕阅读平台。

据介绍，《你好！大熊猫》节目由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移动咪

咕公司联合打造，共设置30集，按照主

题进行分类，围绕大熊猫的行为爱好、

生活起居等趣味科普话题，每一集讲述

一个话题，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大熊

猫，更好地保护大自然。在选题及内容

方面，节目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张志和主任担任科学总顾问，联合多名

大熊猫保护专家、跨领域专家，包括考

古学家、动物行为学专家等担任顾问，

保证节目权威性与专业性。

据了解，本次《你好！大熊猫》音

频节目，旨在助力大熊猫文化产业再

升级，打造“熊猫 IP”，传递正向文化

价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