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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只能通过手工劳动制出

成品，同时也只能通过口传心授

的方式传承，这使得成都漆艺的

传承难度非常高，再加上随着时

代的发展，传统漆器逐渐淡出人

们的生活，成为收藏品和陈设

品，成都漆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

继乏人、创新乏力的问题，这都

使得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面临

着重重困境。

“将这一古老技艺传承下去

是我的使命。”作为成都漆艺

传承人，多年来，郑小梅一直

致力于传承这门技艺。

在成都市蒲江县

甘溪镇箭塔村，有一

处 500 多平方米的

漆器创新探索基

地 ，设 有 亮 漆

间、操作间、展

示 厅 、授 课

间等，这是

郑 小 梅

2018 年 在

此租下农房

自 己 设 计 打

造的。目前，该

基 地 已 投 入 使

用，郑小梅每周都

会来到这里带领村

民和漆艺爱好者一

起学习成都漆艺。

“打造这样一个基地，除了

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安静地做

漆器之外，我还想利用基地吸引

更多人来到这里了解漆艺、感受

漆艺、接触漆艺，让更多人知道

它的制作过程，将成都漆艺这门

古老而璀璨的历史文化和技艺

传承下去。”郑小梅坦言。

为了更好地传承成都漆艺，

郑小梅还收了几名徒弟，在她的

悉心指导之下，徒弟们的漆器制

作水平越来越高。张媛是郑小梅

的第一位徒弟，也是她的大学同

学，在她的耳濡目染之下，张媛

现在已经能独立完成漆器制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作之

余，郑小梅还在成都市的基层

社区开设成都漆器传承教育课

程，推广成都漆艺文化和技艺，

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

“完全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随着大众对漆器了解的深入，

成都漆艺一定会亘古绵长地传

承下去。”站在自己亲手制作的

漆器家具《晚荷》前，郑小梅异

常笃定。

用匠心演绎“漆”彩人生
——记成都漆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郑小梅
本报记者 漆世平

俗话说，瓜豆不分家。在我的

家乡，农人们既然撒下了瓜种，那

还必须得点下几颗豆。母亲也不

例外。

入了夏，母亲点下的八月豆开

始疯长。弯弯曲曲的“手”伸得很

长，浓绿的新叶层层叠叠，在阳光

下闪着光。淡紫色的花，像一只只

蝴蝶匍匐在绿叶中。待到八月豆准

备要爬蔓了，母亲扛来一捆手指粗

的竹竿，开始搭豆站，豆站是八月

豆的拐棍，有了依靠的八月豆才能

长得整齐又好看。

进了八月，绿色的豆荚越长越

长，根根垂下，如瀑布一样，随风轻

摆。清早，母亲摘下一大把，到了中

午，青的豆、红的辣椒、白的蒜瓣一

起翻炒。八月豆马上变成了我们餐

桌上的一道美味。

家里有一只老酸坛，是腌菜专

用的，母亲会将摘下的豆洗净，放

在日头下曝晒一天。晚上，再把晒

得发蔫的豆全部塞进酸坛里，撒

盐，放醋，过个十天半月就可开坛

食用了。

八月豆变成了酸豆角，还没

吃，光闻到那股酸味，口水就要涌

出来。母亲会把酸豆角切得细细

的，放入热油锅里翻炒几下装碗，

再熬上一锅清亮的白米粥。天热

时，本就吃不下饭，这下好了，酸香

爽口的豆角在嘴里嚼得嘎嘎响，食

欲就回来了。有酸豆角下白粥，非

得连喝三碗不可。

酸豆角的吃法五花八门，除了

捞出来直接吃、炒着吃，用它来做

豆角焖鱼仔，又是一道美味的下

饭菜。

每年酸豆角腌成后，母亲都会

做一两次豆角焖鱼仔给我们尝

鲜。先把豆角切成段，酸姜切片，

然后，将洗净的鱼仔放进油锅里

炸得金黄，捞起备用。做好了这些

准备，就可以开炒了，“唰”的一

声，豆角、酸姜和鱼仔在锅里发出

欢快的歌声，瞬间，一股酸香味直

往鼻子里钻，略焖片刻就可出锅

了。家乡有一句俗语：豆角焖鱼

仔，鼎锅会刮烂。鼎锅是烧米饭的

锅，可以想见这道豆角焖鱼仔有

多么可口下饭。

除了做酸豆角，母亲还会把吃

不完的豆角晒成干。晒干的八月豆

泛着太阳的气息，虽然变得如枯草

一般，可不要小看这“枯草”，冬天

里拿它来炖汤喝，那个香呀，阳光

的味道就浓缩在里面。

又是一年八月，母亲和八月豆

的故事继续上演，那青青的豆色，

美味的菜式，给平淡的日子添上了

一份浓浓的幸福感。

“诗意的天府”
第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9月4日拉开序幕

本报讯（李尚维）成都自古就是一

座诗歌之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

都为成都留下了灿烂篇章。9月4日至

8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4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诗人和数十位国内著名诗人将参

加第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他们将走

进成都的景区、博物馆、学校……以诗

歌的方式，与这座诗歌之城产生深度

的联结。

据组委会透露，今年诗歌周，吉

狄马加、叶延滨、车延高、陈先发、胡

弦、李元胜等著名诗人汇聚成都，央

视《朗读者》第一季第一集的重量级

嘉宾——著名翻译家、北大教授、98

岁的许渊冲先生也将来成都参会。

据了解，本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吟

诗活动丰富多彩。9月5日晚8点，“诗

歌·天府·世界”交响音乐咏颂会——

2019 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式在城市

音乐厅举行。9月6日，“一带一路”丝

路之歌——2019 成都国际诗歌周千

人校园诗歌大合诵将在成都市实验小

学举行；“一带一路”丝路之歌——

2019 成都国际诗歌周专场诗歌咏诵

会将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诗

歌进校园——2019 成都国际诗歌周

诗歌朗诵会之“纸鸢书院”专场活动将

在西南民族大学与高校师生进行诗歌

互动交流；世界诗歌传播主题对话活

动将在新华宾馆举行。9月 7日，在新

华宾馆，诗人们还将同聚一堂，以“一

带一路”国家倡议为主线，围绕“一个

需要消除壁垒的世界：用诗歌构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展开交流和

互动；当晚，“燃烧的诗歌——2019成

都国际诗歌周篝火诗歌咏颂晚会”将

在成华区中车共享城举行。

刘慈欣科幻作品
推出少儿版

新华社北京9月 2日电（记者 史
竞男）“刘慈欣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

列”日前推出最新作品，包括《流浪地

球》《中国太阳》《天使时代》《赡养世

界》《全频带阻塞干扰》五部作品，其

中多篇小说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

据介绍，这套作品是著名科幻作

家刘慈欣专门为广大少年儿童编写

的，他从自己的经典作品中选出适合

少年儿童阅读的篇目，重新调整阅读

难度和故事情节，使之适合少儿阅读

心理和接受能力，并且配上许多手绘

的插图来增加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青少

年文化品牌“神秘岛”有关负责人表

示，科幻文学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想

象力，还能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兴趣。

“刘慈欣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

列”两辑共10册，完整收录了刘慈欣

作品中最适合孩子阅读的 32篇经典

作品。该系列图书第一辑自2016年上

市以来，销量已超过80万册；新推出

的第二辑中，80幅插图均由电影《流

浪地球》美术组操刀绘制，帮助孩子更

好理解故事内容，拓展想象的边界。

青岛市博物馆
试行夜场开放

为响应山东省青岛市政府提出

的“激活夜生活、搞活夜经济”倡议，

青岛市博物馆于近日试行推出周五

延长开放。

据青岛市博物馆负责人介绍，为

做好夜场开放工作，青岛市博物馆在

场馆设施、安保措施、人员协调等方

面进行了完善，本着打造“最具文化

品位的博物馆特色夜文化品牌”的宗

旨，以“服务不打折 夜色更精彩”为

目标，做好夜游、夜赏、夜消费产品的

前期准备工作，将“夜色青博”打造成

一个文化品牌，为公众精心奉上一份

丰富多彩的夜间文化菜单。

据了解，青岛市博物馆从 8月 23

日至9月 27日，每周五试运行将开放

时间从 17∶00 延长至 20∶30，限流

2000人，除了各项互动活动需要提前

预约外，观众可随到随进，免费入场。

此外，互动厅年画印制、茶吧、商店和

博物馆书店照常开放，并为观众提供

特色服务。夜场试运行期间，还将配

合推出讲座、演出、答题、小型音乐会

等多种互动参与项目，让观众在轻松

休闲的环境里静心观展、开心互动。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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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成都漆艺，郑小梅总有说不

完的话，满面的笑容让人真切地感受

到漆艺带给她的快乐与幸福。

1999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

艺系的郑小梅在大学期间便对传统

漆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4 年 2

月她游学日本，更是被漆器精湛的工

艺所吸引。“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让我产生了继承和发扬

这一传统文化的想法。”郑小梅告诉

记者。

在日本游学半年后，郑小梅回到

成都，拜访了四川省漆器工艺大师邹

小屏，并于当年开始探索大漆的各种

制作方法。查阅资料、学习理论、交

流学习、实际操作……近一年时间，

郑小梅尝试摸索制漆、制胎等技艺，

虽然因为对漆过敏，经常导致浑身肿

痒难耐，但她并未被这点困难吓退，

依然潜心钻研技艺。

《黑漆碗》是郑小梅独立创作的

第一件漆艺作品，当她将这件作品放

在邹小屏手上时，邹小屏情不自禁地

感叹：“哎呀，真不错！”

邹小屏的肯定坚定了郑小梅在

漆艺事业上继续坚持下去的决心，

2005 年 6月，她正式拜邹小屏、吕树

强夫妇为师，全面学习成都漆器的制

作工艺。“制作漆器不仅仅只是艺术

创作，更是对从事这一行业的匠人耐

力的考验，要传承这门技艺不是只靠

兴趣就行，最重要的是要有持之以恒

的毅力。”郑小梅如是说。

要制作一件漆器并不简单，前期

晒生漆，郑小梅必须守在旁边，随时

观察漆色的变化。生漆和空气充分混

合 20 多天才能变成熟漆，当漆水从

白色变为均匀的深酱色，才意味着完

成。“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会影响

生漆转换成熟漆的过程。”郑小梅

说，这些都主要靠经验。

到了真正开始制作时，每次上

漆都要“三漆三磨”，稍不留神，就会

功亏一篑，推光时要用手掌最厚的

地方蘸上瓦灰粉，一遍一遍地磨，直

到手掌发烫，漆器表面浮光被磨去

为止。有时漆器大件，一磨就要花上

一整天。

完成一件漆器，从制漆、制胎到

雕填、镶嵌、彩绘、脱胎等，至少需要

30 余道工序，耗时短的 1 个月左右

即可完成，做工复杂的则需要 1 年

至 3 年才能完成。正因为其制作工

艺复杂，从 2004 年学做漆器至今，

15 年时间，郑小梅完成的作品仅有

50余件。

“搞漆艺除了要有绘画功底，还

要掌握各种技法，最关键的便是制漆

和制胎。”为了制作出更具表现力和

生命力的作品，郑小梅一直坚持对成

都漆艺的学习和探索，她在享受漆器

制作的过程中不断前行。

爱上成都漆艺
A

“漆器是有生命的，它对我来说是一种修行。”今

年 44 岁的郑小梅已经与漆器打了 15 年交道，在她工

作间的一件件漆器作品上，用色彩精心描绘的花、蝴

蝶、鱼等图案，精致美观。

成都漆艺，中国四大漆艺之一，是四川省成都市

传统手工技艺，2006 年凭借“髹饰八法”和“三雕一刻”

绝技，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其制作工艺复

杂，做工细腻，生产耗时绵长，被誉为“雕镌知器，百伎

千工”。15 年来，从探索学习到传承创新，郑小梅早已

掌握了成都漆艺的全套手艺，对成都漆艺的热爱已深

植她的骨髓。

人物名片：郑小梅，生于 1975 年，成

都漆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承四川

省漆器工艺大师邹小屏、吕树强夫妇。自 2004

年开始学习探索成都漆艺技艺以来，在古老技

艺中融入现代生活理念，创作出《晚荷》

《夏日樱花》《黑地描牡丹金花漆碗》《脱

胎荷花瓶》《脱胎蝴蝶花瓶》等作品。

“成都漆艺大多是在木胎之

上制作，何不将其用在木质家具

上，让传统技艺走进百姓生活

呢？”在不断的漆器制作与尝试

中，郑小梅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2009年，郑小梅将漆艺与家具相

结合，创作出了作品《晚荷》。这

件作品耗时半年之久，得到了许

多漆器爱好者的认可和喜爱。

继《晚荷》之后，郑小梅又相

继创作了《散落樱花》《夏日樱

花》《朱砂大漆漆盘》《黑地描牡

丹金花漆碗》《红地汉纹罐》

《脱胎荷花瓶》等作品。其中，

作 品《朱 砂 大 漆 漆

盘》和《黑地描牡丹

金花漆碗》被“成都

市 名 人 字 画

库”收藏，作品

《 夏 日 樱 花 》

《散落樱花》被

四川书画名人

档案收藏。

当 记 者 问

及她最喜欢的

作 品 时 ，郑 小

梅毫不犹豫地说出《夏日樱花》。

那是一件每一个环节都做工细腻

的作品，一只红色的大圆盘上描

画着散落的白里透粉的樱花，

“那种红非常正，给人一种沉稳、

简洁、明朗的感觉，红白颜色的

对比，非常美！”

为了创作《夏日樱花》，从制

木胎、制灰胎到上底漆、上中漆、

上面漆，再到拓画稿、跳漆作画、

做肌理、上透明漆、推光……一整

套工序耗费了郑小梅3个月时间。

“艺术源于生活，我一直在尝

试着让自己制作的漆艺作品在不

失传统技法底蕴的同时，更有趣、

时尚、简洁、轻松，更贴近生活。”

在热爱传统漆艺之外，郑小梅创

新设计出木质书签、木梳子、木质

茶杯等漆艺作品，在古老技法中

融入现代生活理念，将漆艺与其

它材料相结合，创造出更丰富、更

现代的漆艺表现形式，让漆艺焕

发新的生命力。“只有在不断尝试

中，这门传统技艺才能真正融入

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更好地传承

下去。”郑小梅表示。

让漆艺融入现代生活
B

吸引更多漆艺传承人
C

作
品
《
脱
胎
荷
花
瓶
》

漆器家具《晚荷》

作品《夏日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