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3年11月21日 星期二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吴雯 校对：黄燕珊 电话：0579-85381008 33

延趣楼位于紫禁城东北隅的
宁寿宫花园，又称乾隆花园，是清
代中期皇家园林中造园艺术和装
饰艺术的代表。相较之前的八次，
这一次，何福礼组建了更精锐的
团队，祖孙三代一行九人，主打的
关键词就是关键词就是““传承传承””。。

““挑战挑战还是蛮大的，有的地方
几乎没有样本，只能完全根据各
种资料图片进行推测，修旧如旧。
但只要努力，最终都能完成。”回
忆起这些年的修缮经历，何福礼

有些感慨。
虽然是第九次去故宫了，但临

行前的材料准备工作，何福礼一丝
一毫也不敢马虎。细如发丝、柔若绢
布的篾丝早已削好，部分作了碳化
处理，易于保存。临行前一天，何福
礼还在准备胶水材料，用的是纯天
然原料。他介绍，古人用的胶水是鱼
鳔胶，一种用鱼肚做的纯天然物品，
不含任何化学成分。一大早，他就精
选上好的黄鱼鳔，用粽叶裹起来蒸
煮，待鱼鳔渐渐化开，再用锤子敲
碎，糊在竹筒上，晒干带走。

何红兵和父亲一样，也是第九
次去故宫参与修缮工作。在他看来，
这一次意义非凡，过去只是两代人
参与，而这一次又带上了第三代何
凯舒和何乐为，祖孙三代同行更凸
显了传承的意义。“我父亲快 80 岁
了，故宫的修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将来如果故宫需要，我们后辈也能
顶上，传承父亲的使命和责任，通过
修缮故宫，把竹编这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下去。”

在何福礼看来，传承这件事，比
什么都重要。一生燃烧到极致，是每
一位匠人的执念；而比极致更可贵
的是，留下火种的匠师之风。“下一
次故宫的修缮工作就交给后辈了，
让儿子带上孙子，我就去指导一下。
这就是传承，有传承才有发展。”在
采访即将结束时，何福礼说。

与后辈的守望传承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义
乌、柯城两地文化交流，促进两地
文化繁荣发展，近日，义乌、柯城
文化走亲优秀农民画作品展在市
文化馆下沉广场非遗馆举办。

本次作品展由义乌市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柯城区文
化和旅游体育局主办，义乌市
文化馆、柯城区文化馆承办。

本次活动主要以农民画展
览为媒介，为义乌与柯城深入
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搭建了桥
梁,为今后两地文化艺术发展
的沟通、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我们用展览来增进两
地百姓对彼此城市的认识，
同时提升文化旅游资源影响
力，共同推进区域文化的繁
荣发展。”市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表示。

文化走亲
优秀农民画作品展举办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日前，由市政协文
史委、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送文
化进社区活动走进稠城街道下
车门社区。活动以打造“印象下
车门”为主题，开展书画创作，
并进行学术座谈。

现场，来自市书画院与市
书法家协会的书画家们现场
挥毫泼墨、提笔作画。伴着浓
浓墨香，“清正廉明”“气正风
清”“厚德载物”等一幅幅作
品被赠与社区各楼道，书画

家们还为小区居民送上了美
好祝福。

在听取了社区负责人介绍
下车门文史知识及发展现状
后，与会人员纷纷提出自己的
文化见解。座谈会上，大家就加
强文脉传承和文化团队融合建
言献策，并提出要进一步挖掘
下车门八角井、稠州府地名由
来、石鼓金、台门八景等传说及
文化故事；要运用好“招才引
智”政策，做好城市软文化建
设，促进城市历史记忆回归，全
面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印象下车门”
送文化进社区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本报讯 笔墨尽抒凌云志，
丹青常思故园情。日前，义亭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墨香扑
鼻，“月是故乡明”书画作品巡
展在此举行。

35 幅作品精彩纷呈、蔚
为大观，书法篆隶草行楷五

体具备，国画山水花鸟皆有，
充分彰显了书画家们深厚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功力，表达
了他们浓浓的文化情怀和家
乡情结。

主题展览现场热闹非凡，
义亭镇书法美术协会会员及众
多书画爱好者慕名前来观展，
获得美的享受。

“月是故乡明”
书画作品巡展走进义亭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本报讯 11 月 18 日上午，
由义乌市文联、韩国书体研究
会联合主办的中·韩书法艺术
交流展在华川书舍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 68 幅作
品，分别出自义乌和韩国釜山两
地的书法家之手。丰富的书法作
品和多元的表达形式，彰显出两
地书法家对于书法艺术的不同
理解，共同表达了对书法艺术的
热爱之情和交流之意。

开幕式上，与会嘉宾表示，
釜山和义乌都是两国极具代表
性的商业城市之一，两城文化
交流频繁而重要。目前，在义常
住韩商超1000人，他们安居乐
业，也热衷参与中韩文化交流
活动。中韩书法艺术交流已持
续多年，在上海等地，举办过多
个交流展和研讨会。

义乌素有“文化之乡”的
美 誉 ，并 获 评“ 中 国 书 法 之
乡”，书法艺术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脉，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
和专业水平。记者在展览现场
看到，义乌书家的作品以李
白、杜甫、王维等中国历代著
名诗人的诗句为命题进行创

作，正草隶篆各体兼具，将中
国书法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漫步展厅，不同于义乌书
家的作品，釜山书家的作品则
大多以韩文来表现，也有部分
作品辅以汉字来呈现，吸引不
少观众驻足，细细品味一番。

“此次展览的作品涵盖韩
文书法的七种书体，且各有
特色。”韩国书体研究会理事
长许庆武介绍，自己的作品

《月山大君 时调》深受汉字
行书笔意影响，融汉字和韩
文的笔力笔法为一体；郭炳
圭的作品《宋时烈 先生 诗》
则脱胎于汉字的楷体，尤其
注 重 吸 收 魏 碑 的 精 髓 ……

“韩文书法根源于中国，与中
国书法艺术一脉相承，艺术
审美基本一致，只是载体不
一样而已。”许庆武说。

“文字书法的魅力和美感
是相通的。”书法爱好者吴先生
对韩国书家金三焕的作品《海
松》竖起了大拇指，“下笔苍劲
有力且干脆漂亮，极具观赏性，
毛笔字的韩文还是第一次见
到，挺不错的。”

据悉，中·韩书法艺术交流
展将持续至11月23日。

义釜两地书法家
共展书法之美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前不久，现年 79 岁的国家级

工艺美术大师何福礼刚刚从北京

回到义乌，“短暂停留之后，我即将

飞回北京。目前，我的孙子还留在

北京故宫做修缮工作。”

在一个温暖的冬日，记者来到

位于城西街道七一村的何福礼竹

编艺术馆。这里陈列着的一件件竹

编艺术品仿佛有生命一般，与时空

对谈，为岁月增辉。这些作品都出

自何福礼之手，谈话间，他道出了

自己与竹编结缘以及九进故宫参

与修缮工作的故事。

何福礼出生在城西街道
七一村，15岁跟随师父到东阳
竹编厂学艺，从此与竹编结
缘。那时候，东阳竹编厂主要
制作面包篮之类的日用品。竹
编篾丝细如发丝、柔若绢布，
整个编织过程比织布还要慢，
比绣花更费劲，非常考验人的
眼力、手力和耐力。何福礼并
未知难而退，而是谨遵师父教
诲，严格要求自己，夜以继日
勤学苦练，从而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
术道路。

他在追求精品创作的同
时，主动将竹编艺术融入生活。
在何福礼竹编艺术馆生活用品
单元，陈列着水壶、竹篾、竹篮、
竹篓等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竹
编器物，其陈设还原农家布局，
凝聚匠人巧思。他还将竹编工
艺延伸至紫砂壶、家具、配饰等
物品，精编的手拎包成了众多
时尚女孩的搭配新宠。

几十年来，何福礼独创多
种编织手法，一系列作品轰动

业界，其主持编织的《九龙壁》获百花奖珍品
金杯奖，《望月楼》获国际艾琳金奖，这两个奖
项均为行业内最高殊荣。1997 年香港回归，
舞龙是一项重要仪式，何福礼受邀带队特制
竹编作品《工艺长龙》，全长达2500米，需要
4000多个成年人共同舞动，创下世界最长舞
龙吉尼斯纪录。

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在省级、国家级展
览与比赛中获得特等奖、金奖以及精品奖等
多项荣誉，多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浙江省博
物馆、中国竹子博物馆等权威展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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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想都不敢想，我这么一个
民间的竹编工匠，能到故宫参与修
缮工作。这是我60多年竹编生涯里
最重要的使命任务。”何福礼说。

他 与 故 宫 的 缘 分 ，还 要 从
2004 年说起。那一年，故宫着手修
复倦勤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竹
编名匠，并开出了 3 道考题：鱼鳔
胶怎么做？“反簧”雕刻怎么做？竹
丝镶嵌怎么做？三道考题，他都轻
松过关。

“故宫里的作品出于当时全国
最顶尖的一批工匠之手。能被选中
去故宫参与修缮工作，是对东阳竹

编技艺的一种认可。”作为竹编(东
阳竹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言及此处，何福礼很自豪。

自此，6 年间，何福礼每年带
着儿子何红兵进京，在故宫参与
修复倦勤斋 ，每次持续 3 个月 。

“这段在故宫参与修复倦勤斋的
经历，让儿子的竹编技法和眼界
都提升了一大截。”

何红兵是东阳竹编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浙江省工艺美术
大师。他告诉记者，故宫的红墙犹
如天然屏障，隔开了人情世故、纷
纷扰扰，让人可以安静地与竹编

对话，与那些久远的年代和历史人
物神交。

据何红兵介绍，乾隆年间，老祖宗
的竹编技法已经先进到令人咋舌。各
种跨界元素的混搭堪称巧夺天工，不
仅有玉器与竹编的混搭、瓷器与竹编
的混搭、字画与竹编的混搭，甚至还有
珐琅与竹编的混搭。

“修文物是以旧修旧，颜色一定要
一样。比如凉席，修好以后看上去要跟
没修过一样。”何福礼介绍。

据了解，目前，何福礼团队已相继
完成倦勤斋、符望阁、矩亭等修缮工
程，并修复了故宫里的一些家具。

与故宫的不解之缘

书法爱好者前来观展书法爱好者前来观展

展出的农民画作品展出的农民画作品

竹编九进故宫 三代匠心传承
——记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何福礼

《百鸟朝凤》

三代传承人在研究竹编创作。

《大花轿》

三代传承人在故宫倦勤斋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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