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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灰塑真的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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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传统民居中应用，如今的
文昌灰塑，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几乎每次来海口，我都住在这
里。”文物爱好者、山东游客唐海波是
海口骑楼步行街一家酒店的常客，吸
引他的正是这里随处可见的文昌灰
塑。

站在酒店大门口，木质的双开门
两侧，是一对以喜鹊报春为主题的文
昌灰塑门联。在这些文昌灰塑中，喜
鹊站在攀缘向上的枝头上，双目炯炯
有神。“这里面的叶子有清晰的脉络，
可以清楚地看到喜鹊细细的绒毛，足
以见得匠人在雕琢时的用心，以及技
艺的精湛。”唐海波说。

大厅里，双龙双蛟、百鸟朝凤、海
岛果园等主题灰塑栩栩如生，尽显这
一艺术形式的复杂性、多样性，且不失
美感。与此同时，在酒店的露台上，还
可以看到草尾灰塑屋脊，这是琼北建
筑装饰中较为常见的纹样，都通过灰
塑进行呈现。

“酒店在设计中融入了很多灰塑
元素，既让酒店更有特色，也借此推
动了灰塑文化的传承。”酒店负责人
符燕舞说，在酒店工作的时间久了，
她已经“兼职”干起了讲解员。不少
游客虽然对灰塑不了解，但看到好
看的作品后，总会多问几句，“我们

会给顾客解疑答惑，帮助他们了解
灰塑。”

“作为文昌灰塑的非遗传承人，我
们希望文昌灰塑能融入现代市场，走
出乡野，走进城市，让更多人看到灰塑
的美。”许达联说。

正如他所期待的，文昌灰塑的脚
步，近些年来已经走出海南、走向海外。

文昌市文化馆馆长曾小宁介绍，
目前文昌有壁画师约30人，但真正掌
握灰塑技艺的仅3人，其水平在海南
堪称一流。这些灰塑艺术家除了在我
省各市县接活，不时还被海外华侨邀
请到国外绘制灰塑壁画，为华侨一解
乡愁的同时，也将这门民间建筑装饰
艺术传播得越来越远。

潘先良就是其中一位。数十年
来，他先后下东南亚数次，给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众多民居和庙宇
画过壁画。马来西亚吉隆坡乐圣岭天
后宫就有他的杰作。

潘先良介绍，乐圣岭天后宫翻修
一新后，琼籍海外侨胞蜂拥而至。看
到故乡人画的壁画后，80多岁的文昌
籍海外侨胞符洪国握着他的手激动地
说：“我又看到了故乡的颜色，实在太
激动了。你的壁画，让我想起小时候
在故乡老房子里玩耍的旧时光。你把
故乡那绚丽的乡愁带来了。”

在文昌灰塑创作基地内，各式各
样的成品、半成品随处可见——

大小不一的木板上，诸如鲤鱼、蛟
龙、花篮等灰塑作品已经完成堆灰，初
具雏形。一些已经完成的作品，更是让
人眼前一亮：在长宽高不等的画板上，
每幅作品各有一个主题，既有以葡萄为
主的多子多福图，也有以凤凰、牡丹等
元素组成的百鸟朝凤图。蛟龙在云海
里翻腾，寓意着节节高升；花篮中百花
齐放，代表着幸福常至……

工作中的许达联一直俯着身子，面
前的夏日荷花图正一点点被灰料填满。

“你看这些莲蓬、莲叶、茎蔓，每一
处大小不一，用料多少也不一样，要做
得好看，就要下刀精细。”许达联的目
光停在一个等待堆灰的莲蓬上说，这
小小的一个莲蓬，每一处都有不同的
高度和弧度，用料不能蛮干。

整幅灰塑设计图，有近十个大小不
同的莲蓬，许达联得逐个堆灰。

在雏形定型后，许达联还会雕琢灰
塑的细节，将叶片的脉络、绽放的花蕊、
泛起涟漪的湖水等细节一一补齐，最后
才开始上色。作为一名成熟的灰塑创作
者，从设计到打样，再到晾晒上色等环
节，这样一幅作品不出一周即可完成。

文昌灰塑是一个用灰料堆砌出的多
彩世界，因此又得名堆灰。根据主题，文
昌灰塑多以金色、红色、蓝色等为主色
调，细节上层次分明，通过渐变递进的上
色手法，绘出万紫千红。

可明明是彩色，何故称之为灰
塑？许达联解释，这里的灰并非指颜
色，而是这种雕塑的原料，是各种廉价
易得的灰。

灰由烧制后的贝壳粉、草筋灰、纸筋
灰、糯米粉、红糖等混合而成，具有一定
的黏性和可塑性，经久不坏。

在文昌市许多老屋壁上，灰塑的踪
迹随处可见。如在文昌市会文镇十八
行村，祥禽瑞兽、花卉植物等灰塑经过
数百年洗礼，还紧紧贴于壁上；在文昌
孔庙，这里的灰塑经过翻修，已经重新
上色，祥云、龙凤等图案更显庄重大气。

人们也将其作为单独的艺术作品
放在房内。如在正厅横廊里常画的有
象征喜上眉梢的“喜鹊登梅”；象征高
尚品德的松、竹、梅；寓意金玉满堂的

“金鱼和海棠”等。
灰塑的色彩多变，离不开调色师傅

的匠心独运。在基地里，文昌灰塑壁画
非遗传承人之一潘先良尤其擅长调色。

“画师们使用的颜料都是天然矿
物质石粉，色彩只有土黄、土红、奶蓝、
墨色四种基本色，优点是固色持久，可
以保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潘先良
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画师们在传
承中创新，开始混用水彩、丙烯等颜
料。与矿物质相比，这些颜料更便宜
易得。虽然留存时间短，但色彩更加
艳丽。画师们在作品中将二者混合，
达到互补的效果。

灰塑不灰
原料易得，四种基色调绘百变艺
术图案

灰塑添彩
应用场景更多，承载乡愁走出海南、走向海外

文昌灰塑：

千年“3D立体画”
摸索现代“绘”法

5月22日，在琼海市文昌灰塑创作基地，文昌灰塑艺术家、非遗传承人许达
联正在这里堆灰。他的身前，是一幅夏日荷花图，已由铅笔勾勒出图案。

“这个月要把这幅灰塑做出来，下月初要带去省外参加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许达联喜欢这样的忙碌，因为这让他充满期待。

灰塑，从石雕和泥塑两种技艺中派生出来，作为室外传统建筑装饰艺术，成为当地流传
最广的民间艺术之一。去年12月28日，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文昌灰塑被列入海南省第六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尽管是名录中的“新人”，文昌灰塑却由来已久。其始于南宋，源于闽南，经过历代多元文化的交
融，以及画师不断改进创新，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自成流派的建筑装饰文化。当下，这一穿越千年
的“3D立体画”，正在从墙上走向大众，从农村走向城市，摸索新的现代“绘”法。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966年，因生活窘迫走投无路的
许达联，迫切需要一门手艺养家。那时
年仅十几岁的他，从父辈手中接过灰
刀，堆起了灰塑。当海南省第六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发布，
看到文昌灰塑赫然在列，已在行业深耕
近60年的许达联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对文昌灰塑的发展来说是一
件好事。”许达联说，文昌灰塑虽起源
于闽地，但经过在海南的长时间发展，
已经和本地文化深度融合，形成有别
于岛外诸多灰塑的艺术产品，是文昌
民间独具一格的手工技艺。

许达联举例，比如卷草尾屋脊的
使用，是琼北民居的一大特色，都可用
文昌灰塑呈现。再如海南人民间常使
用的茄子、金桔、葡萄等物象，都已经
成为文昌灰塑经常使用的元素。如今
文昌灰塑成功申报为海南省非遗项
目，对于灰塑本身来说，可以让其得到
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

实际上，文昌灰塑发展至今，政府
部门和非遗传承人们做过相当之多的
努力。

比如文昌的非遗传承人们创新地
将创作从墙上搬到了木板上，方便移
动和携带，也可以作为单独的商品售
卖，保证了匠人的收入来源。2021年
4月，许达联在海口898艺术村开了工
作室，一方面是承接项目，一方面将其
作为文昌民居壁画的展示平台，扩大
文昌灰塑的影响力。

文昌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也
想了不少办法：举办展览、定期组织文
化交流、在校园里设壁画基地、请非遗
传承人定期为师生们授课等。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当下许多人
走入城市，住进高楼，即便还留在乡村
的民居也多有重建，灰塑式微已是不
争事实。

曾小宁认为，文昌灰塑若要获得
更好地保护，政府政策应是一大推
手。比如政府可以出台更多的政策对
此进行保护，也可以举办更多的文化
宣传和相关活动，以让人们接触到更
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挖掘出更多尚
未发现的优质传统文化。

“其次，社会参与是另一推手。通
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机构参与和经营
性机构的参与，有助于形成多种形式
的社会参与格局。”曾小宁说。

总而言之，文化的传承需要在政
府的引导下，加之社会机构的配合，在
广大群众之间形成传播和宣传模式，
营造出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社会氛
围，最终将“非遗”打造成文化产业，使
非遗成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模式。

在具体操作层面，文昌市旅游协
会相关负责人提议，可以把文昌灰
塑与文昌旅游业相结合，不仅可以
让更多人感受文昌源远流长的传统
文化，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本地人的
文化自信。

（本报文城5月23日电）

灰塑放彩
多方合力，打造适应新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

灰料
灰并非指颜色，而是雕塑的原料，是各种廉价

易得的灰。由烧制后的贝壳粉、草筋灰、纸筋
灰、糯米粉、红糖等混合而成，具有一定的
黏性和可塑性，经久不坏。

色彩
画师使用的颜料都是天然矿物质

石粉，色彩只有土黄、土红、奶蓝、墨色
四种基本色，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画
师开始混用水彩、丙烯等颜料，让色彩
更加艳丽。

工序
一幅灰塑从制作到完成，需要经过

打底、做线脚、勾线、上色等环节。

纹路
文昌灰塑通常取

材民间喜闻乐见的
祥禽瑞兽、花卉
植物等纹样，富
有吉祥寓意，
寄托对美好
生 活 的
愿景。

艺人用灰刀挑着灰泥创作。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口骑楼步行街寰海阁酒店内的
灰塑作品。

许达联在进行灰塑创作。
（文昌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①②③ 海口骑楼老街寰海阁酒店内的灰塑。

③③①① ②②

⬅海口中山路一民宿外墙上的
灰塑作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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