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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還未大力扶持的2005年之前，軟木畫市場
還在困境裡苦苦掙扎。由於改革開放之後跟不上時
代的潮流，大大小小的木畫廠相繼倒閉，只有吳芝
生咬牙堅持下來了。吳芝生認為，軟木畫的衰敗，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創新，不論什麼作品都
是用一個黑乎乎的鏡框裝裱，然後馬上拿到市場上
去賣。「後來我用卡紙點綴，放進絨布的盒子裡包
裝，採用深綠色、褐色等多種顏色裝飾，有的做成
四連掛件，可以掛在客廳裡欣賞。」
吳芝生認為，時代審美觀念變化了，要想不落伍於
市場，必須在包裝、技術和內容上都有所創新。為了
創新軟木畫發展，他吸收木雕、石雕等其它雕刻類別
的技藝，取之精華，然後在軟木畫上進行組合雕刻，
並在內容上創新，創作「五色」產品。「故宮、廟
宇、西湖等傳統風景，我們叫做『古色』的藝術；
『藍色』是海洋文化；『綠色』是山山水水，來表現
樹木花草；『紅色』是宣傳革命根據地；『外色』就
是外國的風光，讓外國人喜歡，重新再走出國門。」

外國客人慕名而來
吳芝生回憶起自己的首筆國外訂單是在2008年，

馬來西亞外交官員在北京一次展覽會上偶然看到他
的軟木畫，一看便心生喜愛。「當時我根據對方寄
來的照片，以馬來西亞為背景雕刻而成《馬來西亞
皇宮》和《吉隆坡雙峰塔》兩幅作品，獲得認
可。」吳芝生記得當時馬來西亞總理這麼評價：
「軟木畫雕刻十分精細，是東方藝術精品。」
吳芝生亦根據銷售渠道不同，對軟木畫作品進

行細分，比如饋贈禮品，就要做到和名勝古蹟相
結合，加強地域性；旅遊商品，就要做得容易攜
帶，小巧玲瓏。民間工藝傳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就
是跟學和手把手地傳承。「對於女兒的網絡推廣
方式，我也很贊同，畢竟這是與更多客商交流的
重要途徑之一。」

傳承出路在於創新
「目前，不時會收到一些來自德國、日本和新加
坡等國外客戶的訂單，有些外國客人還會慕名前來
參觀，或許這些就是網絡傳播的效果。」「『以古
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非遺』並不是高大
上的代名詞，相反它是人間煙火的具體化，傳承的
出路在於創新。」吳芝生表示。

軟木畫由福建福州民間藝人陳潤春、吳啟祺、鄭
立溪三人首創於1914年，至今已有百年歷

史。作為一種雕、畫相結合的民間美術工藝品，軟
木畫主要用栓樹皮經過精雕細刻，藝術加工，構成
各種浮雕式、立體的山水、花鳥、亭台樓閣等風景
畫。它妙在運用「以小觀大」的藝術手法，具有
「叢山數百里，盡在一框中」的意境，被譽為「無
聲的詩、立體的畫」，亦被海內外譽為「東方藝術
珍品第一奇畫」，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

以刀代筆 精雕巧鏤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慕名來到了吳芝生位於福
州市晉安區西園村的工作室。只見這位花甲老人戴
着老花鏡，正坐在兩米寬的工作台前，手持鋒利的
鑿刀細細地雕琢着，心無旁騖。記者在吳芝生的案
頭看到，小至樓閣中的窗欞和柱子，大到畫中的石
頭、樹木，每一個構件都十分逼真，隨手拿起一片
已經雕刻好的樓閣窗欞，薄如蟬羽的木片上刻畫着
各種造型美麗的花紋，而松樹的松絲更是細如髮
絲。據吳芝生介紹，一幅軟木畫的製作，要經過選
材、雕刻、拼接、裝框等工序。
軟木畫色調古雅純樸，形象逼真，畫面猶如宋人筆
意，意境深邃。在吳芝生看來，軟木畫絕對是上天賜
予福州西園村的無價之寶。據有關資料記載，軟木畫
始創於1914年，當時福建巡按使許世英由德國帶回
一張用樹皮製成的風景聖誕卡片，福州工藝傳習所的
陳春潤、吳啟祺、鄭立溪等人受此啟發，以他們的聰
明才智，獨創出一種新的工藝——軟木畫。
這種新工藝品用從西班牙、葡萄牙及阿拉伯進口的
栓樹皮作為主要原料，切削成薄片，以刀代筆，經手
工精雕巧鏤，製成山水、園林、花鳥等圖景。軟木畫
這門手藝就這樣開始在西園村流傳開來。

七歲習畫 善於思考
吳芝生的父親吳鍾瀝作為軟木畫第三代傳承人，

一直執着於軟木畫的傳承發展，哪怕在戰亂時代，
亦堅持手不停刀。為了學習這項傳統製作技藝，從

小就對軟木畫充滿興趣的吳芝生不到七歲便開始了
學藝之路。薄如蟬翼的木片、用途各異的工具刀就
像吳芝生童年時期最親密的玩伴，一張小小的木桌
就是他的遊樂場，燈一亮，遊戲就開始了。
從亭台樓閣到楊柳松絲，吳芝生用心學習每個零

部件的製作。十五歲，他進入了福州新店木畫廠工
作。「我從父親那邊學到了扎實的基本功，從老藝
人那裡，我開始領悟到整體佈局的關鍵所在。」吳
芝生告訴記者，因為對軟木畫的愛好，加之父親的
教導與鼓勵，吳芝生在軟木畫的創作上更善於用心
思考，他不僅掌握了精湛的全套製作手藝，而且能
夠獨立創作一幅精品。

鍥而不捨 堅守傳承
上世紀八十年代，軟木畫因「巧奪天工」熱銷海

內外，西園村裡掀起了作畫的狂潮。可惜，好景不
長，由於過量生產不注重品質，福州軟木畫急劇衰
敗。迫於生計，許多軟木畫製作者改行，吳芝生是
極少數沒有放棄者之一。「許多人曾經勸我放棄軟
木畫，但出於對這項民族手工藝技術的熱愛，我一
直堅持着。那時許多改行的藝人在商海中奮戰出了
一片天地，而我甚至到只能出門賣報紙來維持生計
的地步。」吳芝生說，最艱難的時候，他白天賣報
紙，晚上回來後繼續研究軟木畫的製作。
為拯救軟木畫，2002年，吳芝生創立了福州吳芝

生軟木畫創作中心，吸納十多位手藝尚存的藝人繼
續堅守。為滿足市場需求，2006年，他還成立了福
州吳芝生軟木畫有限公司，甚至與女兒吳奕紅一起
走出國門參加展會做推廣，只為讓更多人知道軟木
畫，讓這一民間藝術精品重煥光彩。讓人欣喜的
是，福州軟木畫於2008年入選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吳芝生作為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
代傳人也被確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多年來，吳芝生一直繼續堅守着民間工藝陣地，

致力於把這項民族工藝完整地傳承下去，並發揚光
大。「『非遺』傳承代表着一種歷史的記憶，一種
文化的符號，軟木畫一定會有枯木逢春的一天。」
吳芝生堅定地認為。

吳芝生承認：「目前，福州市已經找不到幾個軟
木畫製作大師，仍在堅持研究的大師級人物更是鳳
毛麟角，而年輕藝人因利潤微薄大多不願回到木畫
行業中來，福州軟木畫工藝面臨着傳承的危機。」
為了避免軟木畫陷入後繼無人的境地，已到古稀之
年的吳芝生，依舊每天馬不停蹄地為軟木畫奔波，
進行了諸多嘗試。
在吳芝生的感染下，妻子、女兒、女婿都跟隨他
學習技藝，可謂是軟木畫世家，他帶的陳秋萍、林
清韻等一批學徒亦已學有所成，如今陳秋萍已是福
建省巾幗標兵，美術專業學士畢業的林清韻在福州
四中教學軟木畫。
而十年前吳芝生就已把軟木畫工藝帶進西園中心小

學課堂，給孩子們普及軟木畫知識和傳承意義。他先

後在福建技師學院、福州旅遊職業中專學校、福州工
藝美術職業技術學校軟木畫專業任教，還與監獄合
作，為在押犯人提供手藝培訓，種種嘗試，「最大的
願望就是將這門手藝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
同樣投身軟木畫事業的女兒吳奕紅表示，父親每

周有四天左右都要去學校上課，希望打破傳統手工
藝師父帶徒弟的方式，走「院校派」路線，吸引更
多人才。去年底，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成立了非
遺軟木畫吳芝生大師工作室。
在香港文匯報記者到訪當日，正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學的學子們赴吳芝生工作室對接社會實踐活動。
還有的大學生把軟木畫作為自己的論文研究主題，
「只有年輕一輩愛上軟木畫藝術，這樣軟木畫才能
不斷蓄勢，爆發出更強勁的生命力。」吳芝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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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代傳人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代傳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

表性傳承人吳芝生是一個平凡而又傳奇的民間藝人表性傳承人吳芝生是一個平凡而又傳奇的民間藝人。。他親他親

歷福州軟木畫的輝煌歷福州軟木畫的輝煌、、衰敗和復興衰敗和復興。。特別難能可貴的是特別難能可貴的是，，

當福州軟木畫發源地當福州軟木畫發源地——福州晉安區西園村的軟木畫藝人福州晉安區西園村的軟木畫藝人

紛紛棄刀改行時紛紛棄刀改行時，，他卻義無反顧地堅守這片孤獨的陣地他卻義無反顧地堅守這片孤獨的陣地，，

納藝人納藝人、、辦公司辦公司、、跑展會跑展會、、推作品推作品。。直至今日直至今日，，吳芝生已吳芝生已

刀不離手地創作了刀不離手地創作了6060餘年餘年，，孜孜不倦地孜孜不倦地

拯救瀕臨滅絕的福州工藝瑰寶拯救瀕臨滅絕的福州工藝瑰寶。。

■■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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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來，吳芝生研習中國傳
統文化，不斷摸索和探討軟木畫的
技巧，將軟木畫與海峽兩岸文化、
宗教文化、旅遊文化充分融合，其

創作的《湄洲媽祖風光》《武夷風光》《閩都古
韻》《海西園林方罩》等精品榮膺國家級金獎、
銀獎、一等獎、優秀獎不計其數，經海外展出
後，被許多藝術品收藏者珍藏。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在他的創作室看到
了滿滿一房間的獲獎作品，其中一幅巨大的《湄
洲媽祖風光》最引人注目，雖然只有1米長，但
畫中的亭台樓閣有334間，房簷樑柱1,112件，
曾獲得全國工藝美術展覽金獎，亦是他最引以為
豪的作品之一。而他最在意的不是那栩栩如生、
令人歎為觀止的亭台樓閣，而是作品中蘊含的意
義。「媽祖象徵着和平，是兩岸人民共同敬仰的
女神。」吳芝生希望能用自己的技藝為兩岸交流
作點貢獻。

「《湄洲媽祖風光》是一幅以莆田湄洲島為藍
本設計雕刻而成的軟木畫。為了創作這幅作品，
我前後去了十幾趟湄洲島，膠卷拍了五六卷，花
了半年時間才完成。」吳芝生表示，創作軟木畫
工序複雜，並不是一開始就上手製作，首要設計
草圖，然後才做「亭台樓閣山水花鳥」等各類零
件，做好之後再進行組裝。「要觀察遠近距離，
考慮各方面的透視。」

「而如何讓畫面呈現高低遠近的層次感，協調
地表現畫面的透視比例等等，則要求作者要有扎
實的藝術功底和日常知識積累。」吳芝生笑言，
軟木畫已經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儘
管滿面皺紋、兩鬢斑白，但每天只要戴上老花
鏡，開啟工作台，恍若魔法附身，「心裡就感覺
很踏實」，「今年我打算花一年時間創作長2.4
米，寬1.2米規格的《北京頤和園》，還要和女
兒一起合作《八閩大地展風采》，將武夷山玉女
峰、大王峰，廈門鼓浪嶼，福州西湖，泉州開元
寺等集中起來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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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媽祖風光》
房簷樑柱11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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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贏市場「五色」吸洋客

走進小學課堂 育孩童「傳承人」

■■ 吳芝生吳芝生6060多年刀不離手堅多年刀不離手堅
持創作持創作，，女兒吳奕紅現在繼承女兒吳奕紅現在繼承
了他的衣缽了他的衣缽，，成為福州軟木畫成為福州軟木畫
第五代傳承人第五代傳承人。。

■■ 吳芝生與女兒吳奕吳芝生與女兒吳奕
紅一起走出國門參加展紅一起走出國門參加展
會做推廣會做推廣，，只為讓更多只為讓更多
人知道軟木畫人知道軟木畫，，讓這一讓這一
民間藝術精品重煥光民間藝術精品重煥光
彩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吳芝生吳芝生
指導同學們指導同學們
進行軟木畫進行軟木畫
製作製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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