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条画案上，细腻丝绸泛着独有的
光芒，非遗传承人一笔笔勾勒，绘制出一
件件极具巴蜀特色的丝绸绘画作品。

9月12日，“万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
主题采访组来到南充嘉陵区，探访与蜀绣、
蜀锦并称蜀中丝绸“三绝”的蜀绘。在非
遗“大家庭”里，蜀绘这个名字是年轻的，
但它承载了千年丝绸文化的底蕴，与现
代绘画融合，讲述着“新生代”的故事。

一个结婚罩帘开始的故事

相对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蜀锦和
蜀绣，蜀绘是年轻的。故事，要从一个结
婚罩帘的创作讲起。

20世纪70年代，南充绸厂画师李星
武、刘存财受邀为工友画了一幅四方罩
帘。受此启发，两位画师开始用染化料
试画旗袍、丝巾等丝绸制品，形成了蜀绘
最初的工艺形态。

之后十余年，一批丝绸工艺美术师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在总结传统丝绸手
绘工艺的基础上，解决了丝绸手绘工艺
品水洗褪色、手感僵硬、光泽度不好、画
形呆板等缺陷。

2005年10月，在中国杭州首个“世界

丝绸博览会”上，刘存财主创设计的睡袍、
蚕丝被等手绘工艺品获得“三金一银”的
好成绩。当时，南充从香港裕华百货公司
获得了一笔大订单，交货前，将这个在丝
绸上题字绘画的工艺品取名“蜀绘”。

三代人为蜀绘闯出独特赛道

位于南充市嘉陵区四川顺成纺织
品有限公司里的蜀绘博物馆，是目前国
内唯一以蜀绘文化为主题的丝绸文化
博物馆。顺成纺织总经理王尚学向记

者讲述了蜀绘三代传承的故事。
“开创蜀绘工艺的画师刘存财，是蜀

绘第一代传承人。”王尚学说，在刘存财
笔下，用真丝染化料和特制的勾线色浆
在真丝素绉缎上绘制山水画，成为丝绸
工艺的一大创新。2021年，蜀绘被列为
南充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李仕平老师为代表的第二代，
将写意画等传统技法带进丝绸蜀绘。
现在，第三代传承人正在文创产品开发
上进行创新。”王尚学介绍，正是三代画

师的匠心，让丝绸工艺品走出独特赛
道。精美的蜀绘作品，让世界一次次被
中国丝绸惊艳，“吸粉”无数。据南充市
嘉陵区经信局和文广旅局数据，在顺成
纺织，丝绸产品远销全球超过70个国家
和地区。

为丝绸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博物馆传承创新展区旁，“90后”画
师高超身着旗袍，正在画案前进行蜀绘
创作，师父李仕平在一旁不时指点。

“她身上这件旗袍，就是自己画的。”
李仕平说，高超虽然年轻，但她用独特的
视角和精湛的技艺，让蜀绘焕发出新的
生机。

在新的时空坐标，蜀绘有了高端定
制，也有了大众文创。以高超为代表的
画师，巧妙地将蜀绘技艺与现代审美相
结合，为丝绸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下一
步，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高蜀绘工艺
技术水平，进一步挖掘蜀绘的文化和商
业价值，让蜀绘工艺扎根市场获得更多
生机与活力。”高超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摄影报道

第一次见到荥经砂器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曾庆红时，他头戴斗笠、身披棉毡，

“隐藏”在开窑的工人中。
9月12日，“万千气象看四川”采访组

来到雅安荥经县曾氏工坊，了解荥经砂
器的制作。曾庆红从13岁开始制砂器，
40年来，他只干了这一件事。而他的人
生，也正如其制作的砂器一样，千锤百
炼终成“模样”。

家家有作坊户户卖砂器

在荥经严道古城附近，有砂器一条
街，沿街分布的店铺门口，几乎都摆满了
各种黑色的砂器。

荥经砂器历史悠久，据1982年考古
学家从当地发掘的秦汉文物考证，早在
2000多年前就有砂器生产。因此，荥经
也被称为“中华砂器第一乡”。

荥经砂器的制作沿用历史遗留下来
的传统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原始古朴的
手工生产具有产品精致、独特、不重复等
特性。2008年，荥经砂器烧制工艺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生活在荥经严道古城附近的居

民，几乎家家有作坊、户户卖砂器、个个
是匠人。今年53岁的曾庆红，经营的曾
氏工坊是这条街上最大的一家，而他制
作砂器40年，技艺精湛，别人都称他为

“曾大师”。

一件砂器要经历九道工序

曾庆红说，荥经砂器烧制技艺一直
沿用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全
部采用纯天然原料和纯手工制作，共有
采料、粉碎、搅拌、制胚、晾晒、焙烧、淬
火、出炉、打磨等九道工序。

20世纪90年代，荥经砂器的制作主
要限于砂锅、花盆、药罐等生活用品时，
曾庆红为了提升砂器的价值，也为了生
存，开始将砂器的品类朝着工艺美术品的
方向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多次尝试
均遭遇失败。曾庆红暗暗发誓：“只要我

还有一双手，总会做出想要的砂器。”
之后，曾庆红不断精研技艺，他经手

的砂器越来越多，砂器也像听他的话一
般，几乎总能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虽循古法，曾庆红也并不守旧。这
么多年来，他结合当代审美和现代需求，
通过向别人学习和高校合作等方式，对
荥经砂器进行创新，同时也广泛传艺培
养传承人，全力推动荥经砂器的发展。

“荥经有那么多好的手艺人，为什么
只有您成为目前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您觉得是为什么？”记者问。

曾庆红想了想，认真而又谦虚地说：
“可能是因为我40年只干了这一件事，
即使在发展停滞期也从未间断过，因为
我是真的喜欢做这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李庆

摄影报道

点位：南充嘉陵区

蜀绘，“年轻”非遗的新赛道

点位：雅安荥经县

荥经砂器：千锤百炼终成“模样”

点位：翠云廊绵阳梓潼段

2300岁“古柏王”有专属“家庭医生”

蜀绘第三代传承人高超正在创作。

曾庆红的砂器作品。

聚焦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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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武 镇 东 山 村 古 柏 编 号
51072550179，测估树龄 420 岁，衰弱
株，树根裸露，枯断枝多。”9月12日，万
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集中采访活动走
进绵阳梓潼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当地自然资源局手中，获得了一株
古柏的“诊断书”。开具这张“诊断书”
的，是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
文宝团队，他们是古树医生团队之一。
近年来，绵阳梓潼在古树保护方面，实施

“一树一策”抢救复壮，邀请古树医生对
古树全面体检并开出诊方。

2300岁的“古柏王”，领衔着11950
棵古树的“大家庭”，生长在翠云廊绵阳
梓潼段，千年青翠。“家庭医生”的加入，
让这个“大家庭”树体康健，更具活力。

2023年4月，当地演武镇护林员在
巡林过程中，发现一株古柏趋于衰弱状

态。古柏树根大部分裸露，空悬情况严
重。梓潼县立即组织了自然资源局、当
地镇政府等现场进行查验。而后，县自
然资源局邀请省林业科学院专家前来

“治疗”。应邀前来处理问题的是马文宝
团队，作为“家庭医生”团队之一，他们已
经多次来过梓潼。马文宝今年43岁，从
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已经与古树名木
打交道十年之久。

现场“诊断记录”显示：“演武镇东山
村古柏编号 51072550179，测估树龄
420岁。”“生长状况：衰弱株，树根裸露
空悬情况严重，基土流失，亟须修建挡土
堡坎，枯断枝多，需进行修建防腐处理。”

诊断已下，具体如何处理？“家庭医
生”继续给出建议，对于树根裸露，需要
浇灌古树专用促根剂和微生物菌肥，使
用吊针液。对于枯枝、断枝，则需要去除

枯死枝、断枝、劈裂枝、内膛枝和病虫枝
等，随后在切口处进行防腐处理。

据当地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崔琳俊
介绍，按照“家庭医生”的诊断书，当地组
织具有专业资质的公司进行具体处理。
目前，这株420岁的古柏已经由衰弱株
变为了正常株。而这棵古柏所“享受”的
待遇，只是“古柏王”大家庭成员享受“一
树一策”政策的一个缩影。

梓潼县自然资源局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大队长罗程圣松介绍，梓潼县先后出
台《梓潼县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梓
潼县古柏资源离任审计交接管理办法》
等制度，规范古柏资源保护管理的各项
工作。近年来，按照制度要求，梓潼县实
施古树名木“一树一策”保护，聘请多位
专家，为全县境内的11950棵古树“体
检”，根据“体检”结果，制定相应措施。

经过专家“体检”，11950棵古树中，
有衰弱的古树402棵，病危古树41棵。
为此，梓潼县不惜花费大力气，从省林科
院、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南京林业大
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邀
请到园林绿化、植物营养、园林栽培、病
虫害防治、土壤与植物营养等多方面的
专家成为古树医生。

“‘一树一策’复壮只是梓潼在古树
名木保护上的一环。”罗程圣松介绍，梓
潼对全县古柏资源进行全面普查，通过
人工作业、无人机筛查、rtk树龄测量等
方法，逐一核查树种、树龄、树高、胸围、
地理坐标等信息，建立“一树一档”信息
档案，并采用集群立碑和单株挂牌两种
方式，对全县古树统一挂牌保护，每棵古
树名木都有了专属二维码“身份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