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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雪芹个人出发，把他自己的故
事讲好。”东道主、北京市海淀区宣传部
部长陈名杰谈了对曹雪芹故居保护的想
法。

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主
席戴安娜·欧文对此很赞同，“展示名人
本人，和保护故居同样重要。”据她介
绍，在英国，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都
要研究莎士比亚，学习他的作品。

不同于西方的“以名人为本”，在中
国，对名人故居保护的理念多是“以物
为本”，即仅限于对故居建筑的修复、利
用，而忽略其人其事的研究、宣传。
“大家都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

但有谁知道他的另一著作 《废艺斋集
稿》？有谁知道他曾参与圆明园的设计和
建设？有谁知道北京奥运的曹氏风筝是
他的发明？”论坛上，红学专家频频发
问，难倒了不少人。

如何讲好历史名人的故事？托尔斯
泰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加莲娜·阿列克
赛耶娃打了个比方：“名人像一个碎成
片的镜子，每个碎片都展示其真实生命，
传承其人就应通过各种活动来点燃一盏
灯，照亮他的整个人生。”

如今，国人正在尝试点灯。据悉，
北京海淀区在建的“曹雪芹西山故里”、

白家疃红学小镇等，就是为了让人全方
位了解曹雪芹、欣赏“红文化”。

文化唱主角 产业来入手

莎士比亚故居所在的小镇斯特拉福，
人口不过 ! 万，每年的游客却有 "# 万。
由此，陈名杰建议：“要利用好名人故
居中的产业机会，鼓励社会各界的参与，
促进文化的可持续新生。”

在国外，自筹款是名人故居资金的
主要来源，而非政府拨款。赚来的钱用
于维修建筑、收集文物等，从而吸引更
多游人，形成“良性循环”。

而国内名人故居的“冰火两重天”，
也表明经济效益已成为决定故居生死的
关键。当老舍故居沦为大杂院，齐白石
故居成闹市孤岛，张爱玲故居却在“张
爱玲热潮”效应下翻新、修葺，甚至出
现“爱玲书房”。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看似可行，

但有网友质疑，这理论上“双赢”的做
法，可能会在实践中“变味”。按理说，
这出戏该由“文化”来唱主角，却时常
成了“经济”的独角戏。戏唱完了，人
们的腰包鼓了，但说好的“文化保护”
却忘了。

对此，戴安娜表示，“莎翁
故居”依靠旅游来维系，但却建
立在对其严谨的保护之上，不仅
一如既往遵循固定原则，甚至细
致到老宅的温度和湿度。也就是
说，经济再强，却仍应以文化为
标尺、为目的。

和各国联手 走“国际范儿”

“文化名人是世界的，加强
国际交流，传播其重要思想，反
映人性、探讨人的价值，比像博

物馆一样收藏更重要。”加莲娜说，“中
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但世界对中国的
认识还不够。曹雪芹是展示中国魅力的
一张靓丽名片。”

曹雪芹的地位得到世界公认，但国
际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现代文学馆研
究员、知名学者傅光明发问：“我们纪
念莎士比亚，但外国人会纪念曹雪芹
吗？”

由此，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
感慨道，传承曹雪芹等历史名人，不应
“关起门来搞保护”，更要“以自信、包
容、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

当下，如何打响本土名人的国际知
名度？法国巴尔扎克纪念馆馆长伊夫·卡
涅提醒，展示名人的形象，不仅要用各
国观众都理解的方式，更要不断创新传
播手段。

据介绍，法国近年在世界巡回办展
览，把“巴尔扎克的故事”送到各国人
民家门口；英国则借网络发起电影节、
戏剧节等，吸引了 $#—%#个国家的选手
参赛，培养了更多“莎翁迷”。
“文化需要交流，文明需要对话。”

陈名杰说，“这次国际文化论坛是起点，
今后应探索建立长效的交流机制和平台，
把历史名人的研究、传播、产业等资源
聚一块儿，让本土文化越来越活。”

曹雪芹故居如何保护？

国际同行来献计：
讲好名人故事

严 冰 鲍贞烨

一座清幽别致的四合院、三棵

枝繁叶茂的古槐树、几间青砖灰瓦

的清式平房……曹雪芹的故居隐于

京西植物园的山水间，质朴又安

静。

近日，随着第四届曹雪芹文化

艺术节系列活动之“大师与经典：文

化遗产的国内传承与国际传播”论

坛的召开，这一宁静被打破。值曹雪

芹逝世 !"#周年之际，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曹雪芹 $ 位

文化伟人故居地的负责人相聚于

此，为曹雪芹故居保护把脉支招。

以名人为本 讲精彩故事

曹雪芹故居（局部）

曹雪芹

莎士比亚托尔斯泰

浙江富阳是名画 《富春山居图》 的诞生地。
除了青山绿水，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元书纸生产
基地。

如果说富阳是中国的竹纸之乡，那么富阳市
湖源乡新三村冠形塔自然村，就是富阳传统竹纸
制作工艺的源头。站在这个源头“弄潮”的人名
叫李法儿，今年 $&岁。李法儿家的造纸作坊是村
里公认的时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竹纸作坊，他
家世代以做顶级手工竹纸“元书纸”为业，传承
到他这里已是第八代了。

元书纸是纸中的珍品，其色淡黄或洁白，其
质柔韧，闻之有竹子清香，久藏不蛀、不变色。
“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这民间谚
语讲的是富阳元书纸在古代被广泛使用的事。北
宋真宗时期，富阳纸就被选作“御用文书纸”、
科举考试用纸。因皇帝元日庙祭时用以书写祭
文，故改称“元书纸”。古时候十件元书纸相当
于 "万张，每张尺寸为 &'()!&"()。“十件元书
纸考进士”之说，极言古时士子读书之勤奋。

李法儿的先祖曾于明朝嘉靖年间创造“裕”
字品牌，并续用至上世纪 "#年代，后入公社归集
体所有。上世纪 *+年代，李法儿调入县供销社当
部门经理，专销元书纸。,--!年，李法儿创办了
新三元书纸品厂。为了制造大规格、多品种元书
纸，李法儿请教老前辈、请教美院教授，嫁接现
代工艺，改进传统工艺。通过近 ,# 年的不懈努
力，攻克了因为竹纤维短、不能生产大尺寸元书
纸这一难题，把元书纸做成了能满足书画家需求
的各种尺寸元书纸。自古以来成品元书纸都是淡
黄色。如何让元书纸像其它纸一样有白色的品
种？李法儿继续研究，.++"年，白色的竹纸诞生
了，并出口日本、韩国。同年，进入国家非遗名
录的富阳“竹纸制作技艺”项目，所有原始资料

采集在缘竹坊完成。李法儿也在 .++% 年和 .+,.

年，分别被授予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竹纸制造工艺）传承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富阳一张纸，行
销十八省”的辉煌局面已不复存在，拥有 ,+++多
年历史的元书纸和许多古老的民间工艺一样，正
在遭遇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传统造
纸技艺后继乏人：掌握造纸技术的手工艺传人年
事已高，而年轻人因为怕苦或者说收入不高而不
愿意学。早些年，李法儿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
接班人，使元书纸这一传统工艺能一代代传下去。
而今，令他欣慰的是，儿媳妇潘小英和外甥章群
标接过他的衣钵，创建了缘竹坊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潘小英任董事长，章群标任总经理，李法儿
则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总监。

在缘竹坊，一件件藏品，一幅幅图片，让人
领略了源远流长的元书纸文化，堪称中国纸文化
的博物馆。.+,, 年，缘竹坊在 《富春山居图》
作者黄公望隐居的富阳东洲街道黄公望村成立黄
公望书画艺术创作基地，广邀南北各地画家用元
书纸创作，悉心听取画家们对元书纸的要求和建
议，不断改良制作元书纸的工艺。“目前元书纸
已经在国内的印刷、书法、绘画等领域被广泛应
用，改变了此前安徽宣纸一门独大的局面。”章
群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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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访高唐书画博览会之前，我对高唐的了解几乎都来自《水浒传》

中梁山群雄大战高唐州解救柴大官人的描写。没想到，千年之后这座以梁

山好汉闻名的古县城竟成了中国书画之乡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

地。

几番辗转，我们驶入了高唐县。地处山东西北部的高唐县颇有些江南

韵味：干净整洁的街道两旁尽是些两三层的青瓦白墙建筑，有些是小的饭

肆酒楼，还有不少挂着书画和文房四宝的招牌。每前进一段，就能看到一

小片青绿的水域或是蜿蜒的水道，这在北方也算难得一见的景致。

次日，我们一行人提早来到了坐落在双海湖畔的李奇茂美术馆，本届

书画节将在这里开幕。.++- 年，台湾艺术大师李奇茂先生一踏上高唐的

土地，就被这里浓厚的书画气息所吸引，当下决定把自己的个人美术馆建

在高唐，捐出了自己的 ,++多件佳作和收藏的 ,+++多件文物，并亲自完

成了美术馆的外观设计。!年后，这座呈帆船状，气势磅礴的美术馆拔地

而起，成就了海峡两岸书画界的一段佳话。如此听来，李奇茂先生实乃性

情中人，高唐这个看似朴实无华的县城凭借什么触动了大师的心？

还未待我找到答案，一阵阵喧闹的锣鼓声便打乱了思绪，高唐书画博

览会正式开幕。我随着人流一起涌进了李奇茂美术馆。倘佯在美术馆中，

虽是外行，我也不禁被李奇茂先生的画作所吸引，自得其乐。而大多的参

观者都要比我认真严肃，他们之中有高唐本土的画匠，更多的则是田地中

的老农，农械场的工人，普通的村民。他们有的在作品前驻足思考，有的

则不住地指点，小声地发表评论，更有甚者拿出自带纸笔在一旁临摹。

刚走出李奇茂美术馆，我又被引向了高唐本土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

的艺术馆。在李苦禅纪念馆内的苦禅大讲堂，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李燕教授正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爱好者上课。而艺术馆外的广场

上，,"+多名高唐各界书画爱好者正在百米长卷上尽情泼墨挥毫。不分年

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所有人都专情于自己的画作之中，一派人人爱

泼墨、户户戏丹青的景象。我也仿佛找到了让李奇茂先生心系高唐的那种

力量。

元书纸生产间一瞥

!走笔

台湾大师心系山东高唐
靳 瑞

由江西省文联独家创意策划并主办，江西省美术家协会承办，景德镇
市文联协办的大型通景式瓷板画长卷《锦绣中华》在景德镇由数十位江西
画家和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家密切协作，在 "$块 ,米宽、,/$米高的瓷板上
精心绘制。江西省文联党组书记、著名画家汪天行领衔主创，青年画家、
陶瓷大师车一鸣更是勇挑重担，延安风光、漓江山水、钓鱼波涛等 $块作
品均由他一个人创作。

长卷以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为题材，将祖国的壮丽山河，一一展现。
整体构图山峦起伏、大河奔流、云蒸霞蔚，波澜壮阔，气势雄浑。作为江
西省文联《八一起“艺”》文艺创作重点项目之一， 《锦绣中华》工程浩
大，历时 , 年。在江西省文联的统筹下，江西省美协组织艺术家广搜资
料，采风写生，认真研究，精心构思，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认真创作草图，
七易其稿，于今年 * 月 !# 日完成了 "$ 米长的草图稿。 《锦绣中华》 于
,#月初绘制完成，并参加了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之后将在首都北京
中华世纪坛、上海和香港等地展出。
《锦绣中华》长卷是江西省历史上篇幅最大、参与画家最多、表现内

容最丰富的瓷板画巨制，有 !方面的创新：一是创意策划新。用巨幅瓷板
画表现中国的壮丽山河，立意新、起点高、点子妙，不落常人窠臼，尤其

是在画卷结尾画出钓鱼岛和我国航母舰队，以爱国主义为长卷吹响了一个
最嘹亮的音符。二是艺术构思新。构图上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山到
海，横跨 !#多个省份，纵横几万里，将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相结合，以
传统的笔墨表现山川树木，以崭新的线条描绘现代化的都市，无一不是精
心构思，衔接自然。作品将山水、人物、花鸟糅合到一起，堪称现代版的
《清明上河图》。三是绘画与工艺结合的创新。长卷所展现的中国画笔墨肌
理与瓷板画粉彩新彩工艺的完美融合，凸显了景德镇工艺美术与绘画的独
特艺术魅力。

据悉，《锦绣中华》瓷采用的装饰方式种类繁多，都是瓷都的陶瓷绝
技，釉上与釉下彩相结合的制瓷工艺非常繁复，先要在素胎表面绘制釉下
青花，然后再在釉下彩的瓶体上进行釉上彩的绘制。可见， 《锦绣中华》
的烧制难度比单一装饰手法的瓷器高出许多倍。

此外，像《锦绣中华》瓷这类多种工艺结合的烧制也是一项巨大的工
程，由于青花是釉下彩，需要 ,!*#度高温烧制，粉彩、古彩都是釉上彩，
烧成温度与青花相差 &## 多度。其中，粉彩需 %$# 度、古彩要达到 -$#

度，它们的烧成温度又相差 .##多度，&次进窑出窑反复烧制后成品率不
足 ,0'+，其中一道工序出错就要从头再来，其精艺程度可想而知。

大型瓷板长卷展
“锦绣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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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家车一鸣创作《锦绣中华》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