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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冬）《中国画
百年全集》日前由河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这是一部较为全面展示百年
来在中国画创作方面具有代表性
人物的大型画册，亦是美术界具有
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值得一提的
是，厦门有7位画家作品入选该画
册。

《中国画百年全集》是以著名
美术史论家陈传席为总主编的“中
国画百年大系”的六部系列画册之
一，旨在对百年来中国画的发展及
成就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该
书一套十册，精装大八开本，其中

四册为花鸟，四册为山水，二册为
人物，共收录20世纪至21世纪活
跃在中国画坛的代表性画家1400
余人，他们最早生于1831年，最晚
生于1949年，时间跨度近120年。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有陈子
奋、郑乃珖、宋省予、李耕等20多
位名家作品入编，其中厦门有7位，
分别是杨夏林、魏传义、韦江琼、李
茀莘、洪惠镇、郑景贤和白磊，他们
的作品主题鲜明、立意高远、风格
突出、墨韵生动，学术水准高，又带
有浓郁的闽南地域文化特色，彰显
出厦门的艺术魅力。

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陈冬
通讯员 吴菲

图/受访者 提供（除署名外）
近日，厦门市政府公布了第

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19项。值得一提的
是，这19个全是新增项目，涵盖传
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以及民俗等五大非遗
门类，可以说是闽南民间文化的代表。
至此，我市市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也从91个增至110个。

在本次非遗项目申报工作中，厦门非遗工作者努力寻找传
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连接点，让非遗从生活中“走出来、活起
来”。从项目质量上看，名录亮点纷呈，彰显了隐藏在民间的工
匠艺术魅力，充分展现了地方风情与人文底蕴兼具的厦门特色。

本期挑选了3个新增项目——闽南金缮技艺、闽南造像和银
同黑脸妈祖信俗，本报记者与代表性传承人交流，听他们讲述如
何坚守与创新的故事。

●许晓春
“那一年的中山路，下着雨，红色的士疾

驰而过。我看到了经年的味蕾也奔驰而过，
从锦炒面线到泡炒香螺片，从沙律虾蛄到彩
蝶绕蟠龙，从筼筜渔火再到波斯金丝球，从
海蛎煎到肉羹汤……”有人回忆起 20 世纪
90年代中山路上的“双全酒家”，在深夜的社
交平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双全”，厦门人有着跨越80多年的
回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安溪人陈景辉、陈
其贤两位“姑表亲”创立“双全酒家”，地址位
于开元路35号（第四菜市场附近），以独到的
厦门本土风味菜肴而闻名。店名“双全”寓意
着大家全心全意、通力合作，早期酒家主打的
菜肴有炒面线、炒米粉、封肉、烤猪等。

民国时期，“双全酒家”的广告语曾为
“特聘名师，专办筵席，日夜时菜，随意小酌，
招待周至，各界品尝”。

20 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厦门饮食服
务公司派员主管双全酒家，在那个物资相对
匮乏的年代，“双全”的老厨师们想尽各种办
法，让人们吃得又好又划算。当年的《厦门
日报》上，有不少关于公私合营“双全酒家”
的报道，其中就有名厨师陈如琢关于炒面
线、红烧鱼、清炖鸡等菜式烹调的专门介绍。

再后来，中山路改造，原“朝阳饮食店”扩
建，继以老字号“双全”酒家冠名，地址位于中
山路321-333号，这便是被原国内贸易部授
予“中华老字号”的双全酒家。当时，“双全”
有两层经营场所，可容纳300多人同时进餐。

20世纪90年代，“双全”的代表性菜肴不少
相当有影响力，比如“泡炒香螺片”“彩蝶绕蟠
龙”“鸳鸯鱼”等曾在1993年第三届全国烹饪技
术比赛中斩获金奖；“筼筜渔火”“虎溪夜月”“五
老凌霄”“鸿山织雨”等再现厦门名胜的创新佳
馔也是酒家的特色菜之一；久负盛名的“炒面
线”，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代表性小吃“蠔仔
煎”“肉羹汤”被认定为“福建名小吃”。

“双全酱排骨、烧蹄膀、彩蝶绕蟠龙、泡炒
香螺片、鸳鸯鱼等菜肴都是当年人们吃宴席必
点的经典菜肴，不过很多都是要提前预订才有
机会品尝到的。”提起那时候的双全酒家，时任

“双全”经理的周灌民大师依然记忆犹新。
遗憾的是，“双全”已成为厦门人记忆里

发黄的老照片，偶尔路过中山路上的旧址，
看着骑楼下泡茶“话仙”的老茶客、对面巷口
斑驳的旧墙、来来往往的时髦青年，总忍不
住想起那段似乎不曾远去的岁月。

“筼筜渔火”
是其佳馔名称
老字号“双全酒家”消失了，

曾陪伴厦门人走过80多年

本报讯（记者 陈冬）作为文化和
旅游部“2022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
展出季”活动项目之一的“重新启航：
行进中的宁波港城文化图景（厦门
站）”，目前正在中华儿女美术馆展
出。展览将持续至11月20日。

展览选取了20世纪 70年代至
今，与宁波美术馆、宁波舟山港以及
两者相关的港城记忆逾40件（组）作
品，涵盖绘画、摄影、建筑、文献资料
及相关影片等。展览以曾是宁波港
标志性建筑的美术馆自身探索为出
发点，并与如今世界吞吐量第一大港
——宁波舟山港互相观照，辅以今昔

本土艺术家扎根于各自基因深处的
城市记忆，几者参互成文，合而见义，
由此共同演绎一幅属于宁波的港城
文化图景。

厦门与宁波，两个都是以港立市
的港口城市，延绵着同样的血脉。以

“港口”来说，从地理或历史的视角，
皆关联着彼此。更有意思的是，宁波
美术馆与中华儿女美术馆的前世都
建于20世纪80年代，前者是宁波港
客运大楼，后者为厦门市渔商码头。
两种不同类型“以人为本”的建筑空
间的更替自新，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现
代美术馆进化之路。

艺文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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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19个
市级非遗项目

涵盖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
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以及民
俗等五大门类
非遗从生活中“走出来、活起来”是
本次非遗项目申报工作的亮点，展
现浓郁的厦门地方特色

在传统观念里，户外妈祖雕像肤色多为石
材本色，庙宇里的神像多为粉红色，但在同安
区大同街道三秀社区的银同天后宫，供奉了一
尊黑面妈祖。据介绍，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
倭寇进犯同安南门，镇守于南门城楼的妈祖显
灵，“以阴兵击贼，脸色尽紫，终成不退”，这就
是黑脸妈祖的由来。

清顺治十八年，延平郡王郑成功起兵收
复台湾。部将林圯（南门内铜鱼馆人）迎请朱
紫门之黑脸三妈上战船供奉。妈祖“涌潮济
师”助延平郡王大军进入鹿耳门，登陆北汕尾
岛。银同黑脸妈祖信俗自此传入台湾。

银同黑脸妈祖信俗，是台湾黑脸妈祖信
仰的发源地，亦是台湾三大妈祖支派之一。
改革开放后，银同天后宫于1995年恢复供奉
妈祖。从那时起，就陆续有台湾妈祖宫庙、信
众为寻找黑脸妈祖，来到银同天后宫谒祖朝
圣进香。银同黑脸妈祖信俗也成为连接两岸
妈祖信众的纽带。

黑脸妈祖发祥地的银同天后宫，是市级
涉台文物古迹。如今，天后宫内尚存清康熙
年间的石柱一对和雍正年间的麒麟照墙遗
址。天后宫前，同安的母亲河之一——东溪
蜿蜒而过，元代古城墙横卧在东溪岸边，与周
边的孔庙、金车石刻、铜鱼池等文物古迹和古
榕树，形成最具古同安文化特色的历史景
观。庙口的朱紫门广场融合了妈祖文化和城
墙文化，于2020年重建。

黑脸妈祖信俗的当代主要传承人，是银同
天后宫管理委员会及其带领的100多人义工
团队。银同天后宫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柯朝阳
说，为更好地弘扬妈祖慈悲大爱精神，银同天
后宫坚持民俗活动与慈善公益相结合，如每年
举办中元普度，所用的大米和食用油在普度圆
满后，都发放给同安区相关镇街的低保户；举
办“金秋助学圆梦”，资助同安、翔安的困难大
学生；春节前举办“寒冬送暖”慰问特困户、事
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等。

闽南造像随着中原文
明南迁，融入闽南地域文化

并发展延续，历史悠久，在唐、
宋、元、明、清的历代宗教场所的

宫庙、道观及其建筑墙壁上，散落
着众多精美绝伦的造像作品。
闽南造像主要流派的第一代可追溯至

明中叶德化造像大师何朝宗，第二代为清同
治造像大师苏学金，第三代为清光绪闽南造
像大师许友义和陈其泰，第四代是以陈明
良、林峰荣、候金水（台籍）为代表的闽南造
像大师。到了王国辉，则是第五代传承人。

20世纪90年代初，王国辉报考泉州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原德化职业中专学校）陶
瓷雕塑专业。毕业后曾跟随陈明良学习佛
像造像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和仙游的林峰荣
学习大型佛像造像，到厦门和候金水学习大
型佛像造像。此外，他还经常到著名雕塑家
李维祀的工作室观摩学习。

1999年，王国辉创办“集美国辉闽南造
像工作室”和“集美区闽南造像传习中心”，
秉承弘扬和传承闽南造像文化的初心，努力
探索闽南造像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之路。

最传统的闽南造像技艺，首先要设计绘
图，对人物再创造。最繁琐的步骤要数制作
黏土，需将干燥的黄土、稻草梗、棉絮，加上水
搅拌均匀，放置30至40天，形成黏性好、拉
力强的黏土。最关键的立骨环节，也就是定
制造像木架，骨架立住了，人物才能有风骨，
这一步是为泥塑打牢基础，保证石像屹立不
倒。王国辉说，随着科技的进步，黏土如今大
多以玻璃钢、木头、不锈钢、铜等新型材料代
替，更为便捷。

闽南造像技艺，除了注重造型的完美，更
需要刻画人物神态。王国辉说，“要根据不同
的人物形象构思造型，表情要细腻、生动、传
神，让整体看起来线条流畅，神态平和。”

如今，宫庙对闽南造像的需求量减少
了，如何让传统文化鲜活起来，让闽南造像
的文化和气度融入现代的艺术和审美中，让
传统技艺为时代造像，王国辉也在探索着。
现在，除了在工作室培养接班人，他还经常

深入校园教学，培养
小小爱好者。

金缮，即“用金修缮”，是运用漆工艺来对破损及
有瑕疵的物品（瓷器和紫砂器居多）进行修复，这门
技艺不仅可以让原本残破器物破镜重圆，还会将其
赋予新的生命。由于多用金漆或漆色，故名之。

闽南金缮技艺入选市级非遗项目，对传承人吴
艺明来说，过程充满意外。“我都不知道，原来这还是
非遗。”2018年，他的金缮作品放在朋友的艺术空间
展览，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看到后眼前一亮，
追问道：“这项技术怎么没有来申报非遗？”直到这
时，吴艺明才知道原来这门祖传的手艺，竟是非遗。

吴艺明出身于翔安的漆器世家，从小看着父亲
做漆器。耳濡目染下，他对漆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逐渐掌握了漆器制作的传统技艺。1981年，他考
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室内装饰，但他也不“忘
本”，常常跑去漆器专业蹭课。四年的学习，让他更
系统地学习了漆艺的理论与实操。毕业后虽然没有
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但一有空他就自己琢磨，把家
当成漆器工作室在使用。

吴艺明说，2005年他在翻阅一本杂志时，才知道
这门用大漆修补器皿的手艺还有这样一个好听的名
字，叫作“金缮”。在此之前，父辈们都称其为“大漆
修补”。这门技艺源自中国，经时代变迁，在日本等
地颇为盛行。

金缮制作工序复杂，要先将器物的缺口进行擦
拭、打磨，再用大漆进行黏合，最后刷上金粉。这个过
程耗工耗时，对环境要求严苛。吴艺明介绍，修补好
的器皿要放在20-25摄氏度、湿度在70%-80%的荫
房里荫干，完成一件作品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金缮上手并不算难，但难在如何把金缮做好看，
这非常考验“修复师”二度创作的审美。“如果采用得
当的手法、优雅的设计，不仅可以还原破碎的原作，
还能增加一种‘残缺的美’。”吴艺明说。

这项非遗被发掘出来后，也让吴艺明开始思考
如何更好地传承。从2020年开始，他在福州大学厦
门工艺美术学院的陶瓷专业教授“金缮”这门选修
课，希望把这门技艺传授给更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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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辉（左）为徒弟讲解闽南造像的第一
个步骤“搭骨架”。

德化古瓷器经吴艺明匠心
修复包边，每一件都转化为艺
术孤品。

王国辉为明代德化闽南造
像大师何朝宗的创作泥塑稿做
最后修饰。

2019年，在银同天后宫，黑脸妈祖信俗当
代主要传承人代表为分灵的妈祖开光点眼。

（洪清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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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蝶绕蟠龙”曾荣获1993年全国烹
饪大赛金牌。

胡文明《宁波港远眺》（水彩）

吴艺明金缮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