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袁舒婕 ■版式：桂政俊 ■责校：张良波
好书荐读/广告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

装帧精美，凝聚着中国优
秀书画家佳作和苏州装裱大师
精湛技艺的专书《苏裱》（济南
出版社） 面世了。闻者，无不
先睹为快。

书画装裱修复技艺，是中
国传统书画独特的表现方法。
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精
美优雅的书画，要靠精致的装
裱或修补，才能展示出超然的
艺术魅力。

在中国，装裱修复技艺由
来已久。它随着中国书画所用
的材质和表现方式的发展、繁
荣而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改
善，走向兴盛。至宋元明清，
装裱店铺逐步遍及全国各地，
名 家 辈 出 ， 达 到 了 高 峰 。 其
间 ， 苏 州 的 书 画 装 裱 修 复 技
艺首屈一指，名闻天下。

苏州地理得天独厚，北枕
长江，西临太湖，其间湖泊星
罗棋布。大运河自常州东来，
环绕苏州城，四通八达的水道
也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
脉 。 明 万 历 时 ， 有 人 称 之 为

“江南首郡”。舒适的环境，繁
华的经济，苏州也成了古代文
人雅士的聚集地，据 《吴门画
史》 记 载 的 画 家 就 有 800 余
名，是这些古人为苏州留下了
大量的书画。至清代，苏州城

市的经济更是达到了高度繁
荣阶段。清乾隆年间的写

实画卷 《盛世滋生图》
（又 名 《姑 苏 繁 华

图》） 非 常 直 观
地向我们展示

了 这 一 盛
况：画面

有 熙 来 攘 往 的 人 物 1.2 万 多
人，可辨认的商铺 230 余家，
主要涉及的行业，尤其是苏州
特色的行当苏裱店铺，跃然画
中。在苏州一带发展起来的装
裱流派，世俗称苏裱。苏裱文
气，平挺柔软，装置和谐，整
旧得法，善在浅淡中烘托画面
的精神，在古书画修复方面也
堪称一绝，久而久之，深得古
代文人的喜爱与追捧。明代，
苏州装裱也称为“吴装”。胡
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有“吴
装最善，他处无及”之语。其
装 裱 工 匠 之 盛 名 美 誉 延 续 不
绝 。 沈 初 《西 清 笔 记》 说 ：

“乾嘉时装潢竞重苏工。当时
秦 长 年 、 徐 名 扬 、 张 子 元 、
戴 汇 昌 诸 人 皆 名 噪 一 时 ， 藉
藉士大夫口。”

值 得 庆 贺 的 是 ， 明 清 以
来，苏州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冲破层层历史迷雾，得以完好
地存续，2011 年正式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它以细腻、逼真、挺括

而著称，以整旧得法、清新
淡雅、别具一格而驰名四

海。它技艺全面，讲究熟练的
手法技巧，选料精良，裱工精
湛，整旧得法，几百年来受到
不同时代人们的关注与赞美，
一直稳居全国同行业之首，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美手工技
艺的一大典范。

当今苏州书画装裱修复技
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则是苏
裱大师范广畴。范广畴从 1953
年进入书画装裱这个行当，后
师从名家，距今已有 70 个年
头。《苏裱》就是他自己拜师从
艺的心路历程和技艺结晶的华
丽展示。

范广畴自 1957 年起在苏州
第一装裱合作社，随苏裱大师
谢根宝学艺，他先后在马荷荪
迎 文 斋 、 苏 州 第 一 裱 画 合 作
社、苏绣艺术博物馆装裱修复
书画。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
州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他曾经
被派往美、日等国进行装裱手
工 艺 技 术 交 流 ， 获 评 “ 工 艺
美术大师”。他在装裱刺绣新
作 和 修 复 旧 绢 本 刺 绣 画 上 颇
有 章 法 ， 古 旧 书 画 修 复 技 艺
高超。

《苏裱》通过苏裱的苏州渊
源、苏裱的立业匠心、苏裱款
式的江南味道和苏裱修复的观
颜 识 画 、 苏 裱 修 复 的 苏 工 妙
技，以及苏裱的名家逸事、苏
裱传承的继往开来等共 9 个章
节来探究具有近千年历史的苏
裱技艺的全貌，让潜行在书画
装裱修复领域的学生、从业人
员、爱好者能深刻了解书画修
复 的 内 在 精 髓 ， 在 技 艺 的 学
习、实践、切磋中融会贯通，
得到提高。同时，《苏裱》也让
现今更多人感受到这门“妙手
回春”的技艺的魔力，对传承
苏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技艺精髓，传递、弘扬、
推广苏州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

吴装映物 千古流芳
□陈勤建

在我的家乡，多数老辈人
没见过大海，盐是他们认知大
海的媒介之一。做饭要用盐，
腌咸菜要用盐，不吃盐就没有
力气，他们认为是东海 （家乡
人至今还将鲁南苏北的海叫东
海） 给了他们能量，所以对盐
十分珍重。我小的时候多次看
到，有人想过过酒瘾了，到小
卖部掏出一毛或两毛的票子买
点酒，端起小黑瓷碗一口气喝
光，从柜台上捡起售货员撒落
的一粒盐做酒肴。有人在啖盐
之前，还特意用拇指与食指捏
着那个晶莹剔透的正方体向别
人强调：这是海味儿！那时的
食用盐都是原盐，在现今的商
店里已经见不到了。

我爷爷曾经是个盐贩子。
他年轻时从家乡收购花生油、
花生米之类的土特产，用一头
骡子驮上向东海走，路上住一
宿，第二天上午到青口 （今江
苏赣榆县城） 卖掉，再买一驮
子私盐，到临沂卖掉后回家。
这一趟买卖，共用 3 天工夫，
能赚一块大洋。爷爷老了，还
多次向我讲海，讲贩盐经历。
他讲他看到的晒盐场面，端着
烟袋啧啧称奇：“清水里捞白
银，你说有多奇怪！”

爷爷离世后的第五年，我
到日照工作，参观过这里的盐
场。那些老盐工，在风吹日晒
之下劳作，特别辛苦。看到他
们 晒 出 的 卤 水 变 成 雪 白 的 盐
堆，我由衷赞叹。

挂职期间，我有时独坐海
边，脑子里生出一些古怪念头。
看着渔民们一年到头在海里谋生
活，我想，地球上的生物是分为
两类的，一类以海为生，例如渔
民、鱼、虾、蟹、螺等等；另一
类以土为生，例如农民、庄稼、
草木、牲畜等。这是两类本质上
不同的生物，很值得比较和研
究。看到渔民忙忙碌碌却收获不

多，听他们讲海里的鱼一年比一
年少，我暗暗惊慌：他们没鱼可
打了，会不会去争夺农民的土地
种庄稼？我又马上嘲笑自己：
咳，你什么时候能把农民子弟的
尾巴彻底割除？

30 年下来，我那条尾巴不
断变短变小，对大海渐渐亲近。
我努力认知海洋，深入了解她的
历史与现状；我研究海洋文明，
试图弄清其内涵与外延。我接触
到许多生活在海边的人，听他们
讲海上的故事，曾随渔民出海捕
捞；我发现了海边的许多新生事
物，一次次去采访、考察，感受
海洋在新时代的律动。

这 30 多年，我的人生轨迹
是从山岭到海洋，创作轨迹也是
从山岭到海洋。前些年，我写与
土地有关的故事，近年来则写与
海洋有关的故事，长篇小说《人
类世》《经山海》，都体现了这种
转变。2021 年，我又开始创作
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写出
10 万字之后，山东文艺出版社
原总编辑王路带着编辑到日照找
我，想让我给他们社写一部纪实
文学 《黄海传》。我犹豫了一
下，还是答应了，决定搁置长篇

小说创作，先写这部作品。
他们走后，我想，应该感谢

山东文艺出版社给我的这个机
会，让我能以纪实手法全面地写
一写我身边的黄海。于是，我开
始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爬梳海量资料，钩
沉黄海历史。我将书房里有关海
洋的书都找出来，并从网上陆续
买来几十本，一起排在我身后的
书架上，随手可取，有空就看。

另一方面，沿黄海西岸行
走，深入采访。30 年来，我曾
多次坐飞机飞越黄海，坐轮渡跨
过胶州湾和渤海海峡，还从日照
坐船去韩国平泽做文化交流，来
回都是 18 个小时的航程。今年
我在日照文友山来东的陪同下，
在沿途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从长
江口走到了鸭绿江口。在我看
来，这次黄海沿岸行，不只是为
了写作所进行的必要采访，更是
向黄海致敬的一个仪式。虽然疫
情此伏彼起，但我还是瞅准机
会，分成两大段得以完成。走在
黄海岸边，站在黄海的最南端、
最北端以及接近黄海中心的成山
头，我觉得自己与传主息息相
关，心潮难平。

回 来 写 作 时 ， 我 恍 然 觉
得，自己成了一个老盐工，而
且是沿袭古法，煮海为盐。我
取来一罐罐一缸缸黄海水，以
满腔热情去煮，烟熏火燎，日
复一日。终于，我有了收获，
最后形成的近 30 万方块字，就
是一个个盐粒子。

我家离海3公里远，在书房
的 窗 口 即 可 看 到 ， 我 写 作 累
了，就站在窗前望上片刻。全
书完稿后，我到海边走了走，
看着潮舌一次次舔我的脚趾，
突然十分感动。我想，黄海亘
久，万古澎湃，而我只是一个
匆匆过客。在短短的生命中，
能与黄海结缘，为黄海作传，
是我人生一大荣幸。

我做了一回“老盐工”
□赵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