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福建省福州市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网红打卡地——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内游客络绎不绝。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有

“刀锋上、木头里的丹青”之称的软木画引人驻

足。如果想把精致的软木画带回家，可以一路

向北，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里的福州市软

木画馆内，有着种类繁多的软木画和文创产

品 ，可 以 近 距 离 领 略 非 遗 活 态 传 承 的 魅 力 。

欲知软木画技艺从何而来，只需再向北走，软

木画 发 轫 地 西 园 村 ，已 建 立 非 遗 示 范 基 地 。

在这里，福州软木画的百年传奇正上演新的

精彩。

木上丹青：化腐朽为神奇

浓郁的书卷气，是福建传统手工艺的特色

之一，尽显闽地造物独特的文人审美风尚。软

木画，便是在素木之上开出的丹青之花。

100 多年前，一张来自欧洲的木质贺卡，

被福州官员交给当地工匠，木雕技师吴启棋等

人受命据此研发新产品。经过多方探寻，工匠

们 将 用 料 锁 定 源 自 地 中 海 沿 岸 国 家 的 栓 皮

栎。栓皮栎俗称橡树，其栓皮可制软木，具有

质地轻软、纹理细密、色调柔和等特点。在国

外，软木常被用作葡萄酒瓶塞等实用品。在中

国，工匠们却以高超的技艺将软木切成薄片，

按照传统中国画的构图和造型方式，雕出颇具

中式审美韵味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等，再将

这些元素按照中国园林的造景方式粘贴起来，

独创“无声的诗、立体的画”——软木画。

以刀代笔，融“雕工”与“画境”于一体，使

软木画成功“破壳”而出。工匠们通过“以小观

大，缩龙成寸”的手法，实现了“丛山数百里，尽

在一框中”的艺术效果。微缩景观，浓缩的是

文化与技艺。福州木雕、石雕技艺发达，软木

画工匠们兼收并蓄，穷尽精雕细刻之巧。在多

种刀法的综合运用下，软木画既能薄如蝉翼、

细如发丝，又可以玲珑剔透、繁复瑰丽。传统

山水画的布局章法、意象造型、表现手法等，也

被工匠们巧妙借鉴和转化。比如，构图上讲究

疏密得当、虚实相生，画面常常留白以营造缥

缈的意境等，凸显山河锦绣的写意之美。

保留软木本身的质感和美感，成就了软木

画沉静素雅的艺术神韵。软木画省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陈君锟认为：“软木是有灵性的，即

极富自然生命之美”。为了制作出软木画精

品，一代代传承人从选材之初，便倾注大量心

血。木料的质地、肌理、颜色等都影响着软木

画的效果呈现，2 吨原木料常常仅能选出约

100 斤用料。用材讲究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特

有的审美观，是崇尚自然之美、追求因材施艺

的理念。

与众不同的美感、精巧至极的工艺，使软

木画与历史悠久的寿山石雕、脱胎漆器并称福

州工艺美术“三宝”，一度成为福建对外出口的

“明星”产品，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素木之

上旖旎花开，向世界传播着中华文化之美。

闽都新韵：拓小品为巨制

开创者奠定了软木画独特的民族风格，

后继者则赋予软木画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域

特色。

今年 82 岁的吴学宝，是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软木画”代表性传

承人。7 岁起，他便跟随父亲吴启棋学习制作

软木画。上世纪 50 年代，福州工艺木画厂在

西园村成立，软木画技艺得到大幅提升，平面

卡片式、薄雕挂框型作品制作技艺更加成熟，

半立体浮雕软木画应运而生。此后，几经探

索，工匠们运用圆雕、透雕技法原理，首创圆罩

型山水立体软木画，实现艺术的飞跃。形式已

足够丰富，内容上如何拓展？如何表现实景山

水和现实生活？作为第二代传人，吴学宝大胆

接受挑战，担负起作品《福州西湖》的主创任

务。经过无数次实地观察和综合运用多种雕

刻技法的创新，作品顺利通过验收，进入人民

大会堂，奠定了软木画由民间工艺向特种工艺

发展的基础。此后，吴学宝创作了《土楼奇观》

《福州于山定光塔》《武夷风光》等一系列以福

建地区景观为题材的作品，以及《万里长城》等

大型主题性作品。民间工艺软木画，谱写下大

型主题创作新篇章。

作为以精雕细镂、画意如诗为特色的工艺

美术品类，小型软木画尚需手艺人费尽心思、

苦练技法，大型软木画创作更考验着手艺人的

技艺与巧思。自小从事软木画创作的吴学宝，

深谙软木画的艺术优势并致力于将其不断放

大。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心无旁骛的他不

断深入生活，持续钻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仿宋画意境提升软木画的艺术品位，通过不

断创新技法增强软木画的表现力。比如，在创

作《园林景色》时，他融合木雕、石雕技艺，使作

品呈现出立体雕、双面雕的艺术效果；在创作

《万里长城》时，他借鉴中国园林“框景”手法，

创新利用有机玻璃衬景，破解了软木画远山、

近景多层次布局的难题；在创作《土楼奇观》

时，他兼用中西方绘画的透视方式，将土楼与

群山错落有致地浓缩在挂框中，展现了壮观的

土楼风情……秉宋人笔意，从传统意境出发，

放眼祖国河山，吴学宝不断拓宽软木画的艺术

空间。

“雕工”与“画境”的融合，传统工艺与国外

材料的融合，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的融合，赋

予软木画特殊的生命力。面向时代的融合创

新，更成为推动软木画后续发展的重要因子。

活力再现：变非遗为文创

软木画曾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新

世纪，软木画制作技艺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一批国家传统

工艺振兴目录。在兴衰交替中，濒危的技艺终

于重绽光彩。

柔 软 多 孔 的 软

木 ，既 赋 予 软 木 画 独 特

的审美内涵，也为软木画

的创作与销售树立了无形的

门槛。软木自身具有天然孔洞，

这决定了软木画创作只能采用人工

雕刻的方式来规避材料缺陷，且制作

工序极为繁复。虽然手工艺以其特有的温

度日益被珍视，但工艺品的价值由材质和技艺

共同决定，相较于其他名贵木材，平价的软木，

决定了软木画从业者的辛勤劳动与收益之间

必然形成落差。如今在福州，专门从事软木画

创作的新老艺人加起来不足 30 人，掌握完整

制作工序的“全能型”工匠，更是少之又少。费

时费力却收入不高，使很多人对从事软木画创

作望而却步。

为有效破解软木画传承与发展中面临的

难题，当地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据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何微介绍，省

市联动立法保护成效显著，尤其是 2021 年出

台的《福州市软木画技艺保护规定》，激发了软

木画的发展活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对年轻

艺人和学徒在生活及学习方面给予一定补贴，

鼓励国内美院毕业生来榕创业，让更多年轻人

加入了软木画创作队伍；福州西园软木画协会

的成立，以及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

示范基地的设立，搭建起软木画传承、保护和

发展的长效平台；在三坊七巷、上下杭等历史

文化街区设置的软木画展示或销售网点，促进

了软木画制作技艺的传播……

传承人是软木画发展的希望。以福州软

木画第五代传承人、80 后郭丽为代表的一批

年轻人，既从时尚着眼，又从实用着力，或将软

木画与寿山石雕、脱胎

漆器结合，推出融三者之美于一体

的新作；或将软木画融入创意设计，开发兼具

观赏性与实用性的灯饰、茶盘等；或探索轻量

化、便携式设计，开发软木画文创、伴手礼……

正如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院院长余卫平所说，

软木画创新不再是浅表化地改变布景样式，而

是以创意点亮生活。

如今，在各地大型展会、赛事上，软木画手

工艺者的身影越来越多。在新老艺人交流聚

会上，新的软木画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互联网

上，以软木画为蓝本的短视频、动漫，不仅“动”

了起来，还更加“潮”起来。植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融入现代生

活，素木之上必将繁花

绽放，馨香远扬。

▶用 手 机 扫 描 二

维码，查看软木画制作

工艺。

素木逢春 闽韵流芳
——福州软木画百年传奇上演新精彩

吴艳丽 马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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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

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

度。”在多年的美术理论研

究 中 ，我 对 此 体 会 尤 深 。

写意，既是中国书画美学

鲜明的标识，也是中华美

学精神与审美理想的深刻

内 涵 。 在 近 几 年 美 术 创

作、研究与传播中，“写意”

正在成为高频词。

近年来，中国美术的

实践与成果，不只体现在

自觉回归中国优秀艺术传

统上，还体现在将外来艺

术本土化的深耕中。“写意

油画”“写意雕塑”是近年

来美术界的热词。在吸纳

外来艺术优长的过程中，

“写意的油画”“写意的雕

塑”成为艺术民族化的重

要成果。的确，决定中国

绘 画“ 外 师 造 化 ，中 得 心

源”的，不只是“以书入画”

的“写意”表现方式，更在

于中国文化的写意精神，

它们共同形塑了中国艺术

的总体风貌。因而，不论

什么样的外来艺术，都会

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在

民 族 审 美 的 影 响 下 发 生

转化。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

作播出的文化节目《遇鉴

文明》，使这种跨文化探索

引人注目。节目展开一场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

的对话，让观众在不同文

明特色的对比中，进一步

增进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找准自己的精神坐标。其

中，“写意绘真：国画与油

画”一集尤为直观生动，引

发 人 们 关 于 审 美 文 化 的

热议。

讲好文明互鉴故事的难点在于，如何把这一学术

课题转化成大众话语，生动形象地展现给观众。《遇鉴

文明》通过设置“国画与油画”“古琴与钢琴”“瓷器与玻

璃器”“京剧与歌剧”等话题，把不同文明之间取长补

短、共同进步的宏观命题，融入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微观

案例，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以“写意绘真：国画

与油画”为例，节目播出未久，跨媒体点击量便达 3 亿，

全 网 相 关 话 题 阅 读 量 达 2.5 亿 ，视 频 播 放 量 破 1000
万。获得较好传播效果的原因，正是节目通过“思想+
艺术+技术”的创新融合，呈现中西绘画不同的观看方

式与表现方法，使普通观众对“写意”与“绘真”形成直

觉认知，更深化了对不同视觉文化的认识。

绘画是静态的、无声的视觉艺术，通过增强现实

（AR）等数字技术，能够将静态的平面绘画变成可以走

进的立体空间，让观者沉浸在中西绘画营造的不同时

空与意境中，身临其境地体验中国画与油画所呈现的

不同表现方法与观看模式。这种不同的审美体验，与

理性的艺术解读相呼应，观众更能体味到中西方文化

诉诸视觉审美的鲜明特色。实际上，中西绘画分属两

个不同的文明源地与文化系统，历史悠久，彼此的“相

遇”看似短暂，却为各自艺术创新提供了新方向。通过

中国画与油画各自艺术史的纵向叙述，以及中西绘画

艺术特征的横向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绘画不同

文明源流、不同文化质地所造就的不同艺术风貌。

在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写意精神的影响下，西

方现代绘画出现了从写实再现向主观表现的转变。而

中国画也在 20 世纪初发生写实性变革。这不仅是对

油画再现写实方法的积极借鉴，更是传统中国画进入

现代社会之后，在对现实的关切中，所进行的一种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的变革，促使中国画完善并发展了描绘

现实、观照生活、塑造人民形象的表现方法。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

展。在“写意绘真：国画与油画”结尾，法国作家雨果酷

爱水墨写景、西班牙现代主义画家毕加索尝试中国写

意用笔的故事，生动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积极影

响。中国不断向前发展，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智慧的

步伐不会停歇，世界渴望了解中国，需要洞察中华文明

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外的艺

术家都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上做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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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设计的软木画文创产品《长青》。

福州市美术馆供图

◀吴学宝软木画《土楼奇观》。

张旭阳摄

▼陈君锟软木画《苍松寿古》。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