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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本报讯（记者 王晶 文/图）“好画，好韵味！”9
月17日，犍为县茉莉香都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只
见他们挥毫泼墨，引得围观群众赞叹声此起彼
伏。当日，参加“天津画家乐山行”系列活动的十
余名天津画家在这里开展书画下乡活动，并与犍
为书画爱好者共聚一堂交流探讨。

笔会上，犍为本地画家和天津画家轮番上阵，
有的作花鸟，有的画山水、人物，忙得不亦乐乎。
短短几十分钟时间里，地面上铺满了一幅幅活灵
活现的山水花鸟画，使人仿佛身临画中美景。在
创作的同时，两地画家还围坐在一起，讨论各自作
画的心得和体会。据了解，整个活动共送出现场
创作的书画作品近20幅。

中国美协会员、天津市美协副主席史振岭表示
“不虚此行”，他认为犍为画家的画作体现了一种
平和的心境和自然的美，这和当地深厚的文化资
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而犍为画家则纷
纷表示，这样的书画交流活动机会难得，通过现场
观摩天津画家作画，学到了不少绘画技巧及创作
手法。

据悉，到犍为开展书画下乡及交流活动后，天
津画家将陆续前往乐山大佛、峨眉山、峨边黑竹
沟、金口大峡谷等景区采风作画。天津美协理事
赵俊山表示，乐山自然风光及乐山书画在全国都
有名气，此次乐山行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而来，希望
通过系列活动把乐山的风景带回去，在天津办一
个写生展览。

“天津画家乐山行”
走进犍为

本报讯（记者 尹瑶）为迎接第二届四川国际旅
游交易博览会，夹江县峨眉山月艺术馆将于9月
23日至10月12日举办中国画名家梅凯人物画专
题展出。

据悉，此次展出由省文联主办，省美术家协
会，夹江县委、县政府承办，夹江县旅游局、四川峨
眉山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协办。画家梅凯1946年
生于天津，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坛百杰
画家、四川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中国画研究院副
院长。梅凯以人物画蜚声画坛，擅长巨幅画作创
作，在绘画技法上大胆革新，与时俱进，形成了豁
达豪放与秀丽典雅相统一的独特艺术风格，素有

“秉汉唐之浩气，融西画之精微”的美誉。
据介绍，目前峨眉山月艺术馆正在进行紧张

有序的布展工作，此次展出的近百幅作品，是梅凯
近年来水墨人物的精品之作。在选题上，主要选
材于古典题材和佛教题材，格调高古，主题鲜明，
立意深远。目前，梅凯创作所用书画纸主要为夹
江手工制作书画纸，举办这样的展出，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中国书画纸之乡夹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旅博会期间，峨眉山月旅游广场将设置夹江分会
场，除举办梅凯人物画展外，还将进行特色旅游商
品展示展销、省文联书画创作基地授牌等活动。

峨眉山月艺术馆
将举办梅凯人物画展

天津画家现场挥毫泼墨

本报讯（记者 曾文）记者日前从市文广新局
了解到，在第二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期间，
由中亚旅文投资集团出品，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
心联合制作的爆笑古装舞台剧《喜神三国》将在新
又新大戏院进行惠民演出。

“喜神方”代表着祈福文化中人们对幸福的向
往和追求。《喜神三国》讲述草根青年“司马乐川”
通过神奇的“喜神方”，穿越到英雄三国时代，引发
现代思维与古代智慧的碰撞，爆笑不断。该剧以
全新的视角展现三国之大英雄、大智慧，以及自我
人生价值的升华，让人在捧腹大笑中感受亲情、爱
情、友情的可贵。

据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剧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赵勇刚介绍，该剧演出场次依次为本月24日、
25日晚8：00，26日下午2：00、晚7：30，27日下午
2：00、晚7：30，惠民票价为10元一张。22日起，
市民可通过订票热线2139917、2423748订票，或
者在新又新大戏院售票处购票。

《喜神三国》
将在新又新大戏院上演

本报讯（记者 孙雁鸣）9月 15
日，市政协组织部分市政协委员，专
程前往夹江县甘江镇艾中村，对农
民自发兴建的“农家文化大院”进行
了视察和调研。

农家文化大院，是艾中村康中
坝村民夏建明利用自己住房兴建而
成。“我们康中坝的人，大都是种蔬
菜。劳动之余，大家喜欢唱歌跳舞，
看书娱乐。”夏建明介绍，由于离村
委会有十多里路，康中坝一带的村
民，大多喜欢聚集在他家里娱乐。
时间一久，来的人就越多。于是，夏
建明便干脆将前后院腾出来，建起

了一个小型的文化庭院。直到现
在，所有的水电及茶水开支，都是自
己承担。

记者在现场看到，夏家前院墙
壁上挂有很多风光摄影和曾经举办
活动的照片。一面墙上还挂有一台
大宽屏液晶电视机。“这是乐山广播
电视台领导来我这里看后，送给我
们的。”夏建明说。

市政协委员、摄影家高路川指
着墙上的一幅风景画，对夏建明开
玩笑说，这可是我的版权啊！老夏
不好意思，憨厚地笑了。夏建明今
年49岁，胖胖的模样，但透着几许

精明能干。
在后院，摆有一大排书架。书

架上，书籍满满。有文化修养类，
有历史地理类，科技常识类，品类
多样。“我们这里的菜农，最喜欢
没事的时候，到我屋里来找种菜的
书看。特别是怎么种苦瓜、黄瓜、
番茄的书，看的人最多。这些书，都
是市图书馆赠送给我们的。”夏建明
说。

市政协委员、市艺术研究所所
长郑岷波说，“我很早就认识夏建
明。听说他要建这个文化大院，我
们艺研所表示支持。今年4月，庆

祝农家文化大院正式挂牌成立的表
演活动，我们提供了所有的奖品，洗
衣粉、肥皂、卫生纸等，满满一大
车。”

视察现场，市政协委员们结合
调研体会，纷纷发表意见。市政协
委员甘良说，活动搞起来了很好。
但不能只停留在现有水平上。要聘
请专家义务辅导。要进一步完善条
件，丰富内容。郑岷波一再建议，作
为农家文化大院，一定要有自己的
特色，比如打造民歌村什么的。只
有这样，才有特色。有了特色，才能
走得更远。

陪同视察调研的夹江县政协
相关领导及甘江镇、艾中村主要负
责人也就今后对该农家文化大院
的发展如何支持和引导，进行了交
流。

最后，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
主任曹玉富对农家文化大院今后的
发展提出了几点要求。曹玉富说，
要和本地村级组织和村民们搞好关
系；要坚持文化为村民服务的方向；
要接地气做出自己的特色；要积极
争取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只有这
样，才能将“文化大院”做大做强，做
出品牌和特色。

“文化大院”要做出品牌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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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侯”
一曲悠扬的古筝伴奏下，身穿汉服的几名女

子挥舞着长袖翩翩起舞，合奏汉家的古琴之音，
华服之美。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汉服走
秀，舞台中央，只见一名蓄着胡须，身穿长衫的男
子闲庭信步之间，双手不停翻飞，手中的物什一
会儿变成栩栩如生的山羊，一会儿化身鲜艳欲滴
的玫瑰。

“这是来自汉代的文化结晶体，无论是汉服
还是面人，它们集中展示了华夏民族的文化气
象，优雅而不失大气。”2015年第四届乐山大佛嘉
定坊新春大庙会上，首次和汉服表演者搭档的乐
山民间艺人侯文明，迎来了花甲之年的首秀。

免费教学、免费捏面人，参加各种民间展演
活动……上世纪90年代被乐山人称为“面人侯”
的侯文明在静默多年之后，开始复出。在民间艺
术被屡屡推崇展示的当下，“面人侯”有一个最大
的愿望：把面塑技艺好好传承下去，面人在嘉州
是有故事的。

■ 本报记者 宋亚娟 文/图

任何艺术，离不开自己的启蒙
之师。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乐山老
城区半边街小学念书的侯文明每每
放学的时候，都会在高北门一个摊
子上驻足良久，舍不得离开。在这
个出售面人的小摊上，一位长者像
变魔术般地将一个个面塑的小人和
动物插在自己的货架上，惹得像侯
文明一样的小孩子兴奋地把摊子围
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此后的几十年里，侯文明一直
在寻找这个老人和他的名字，然而
他只记得人们称其“吴大爷”。当年
面塑摊上的面人给侯文明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色彩艳丽的外观，惟妙惟
肖的动物，以及最为出彩的美女打
伞，是传统面塑的经典之作，绝不是
一个普通艺人的简单作品。

就在最近，一个偶然的场合和
朋友谈到小时候的那名面塑老人，
侯文明吃惊地发现，当年那个貌不
惊人技艺超群的面塑人，居然就是
乐山曾经响当当的画家吴成之。

资料显示，吴成之字国桢，号茫
溪老农，四川乐至县人。1914年前
后来到五通桥、乐山，1920年定居
在五通桥竹根滩。由于擅长国画、
泥塑人像、照相等技艺，很受富家显
贵的追捧，常被邀请到商号或家中
为其挥洒丹青或塑像传神。在上世
纪30年代，吴已是川南一带的知名
画家。后来，李琼久因画也与其过
从甚密，乐山书法家杨天开先生曾
评说：“李琼久与吴成之，是亦师亦

友的师友关系。”
回忆起少时高北门面塑摊上的

奇遇，如今被人称作“面人侯”的侯
文明不无感慨。或许正是那不经意
间的驻足与观望，结下了此后他与
面人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捏面人成本高，最开始，侯文明
玩的是泥巴。对手工充满狂热的他
在沙湾踏水当知青时，闲来没事喜
欢捏起泥巴耍，甚至还拜了当地一
名老艺人为师。手艺人最看重的就
是“精诚”二字，很快，师傅就毫无保
留地把手艺传给了弟子。

上世纪80年代，民间工艺在社
会上回暖，民间艺人又找到了自己
的出路。那时候，侯文明经常在报
刊上看到一些面塑大师的作品，触
动起了他最初的那根神经。捏完泥
巴之后，侯文明热切地盼望着双手
能和小小柔软的面团来一次变形之
旅。

泥塑和面塑互为关联，但在制
作和形成上又截然不同。泥塑可以
二次加工，可裁可剪，而面塑虽然在
时间上很快，但却往往要求一次成
型，这对手工艺术要求很高。从某
种程度上说，面塑用巧更深，难度也
更大，全靠面塑艺人对前辈技艺的
参透和领悟。

从吴成之到乡下的艺人师傅，
再到当下红极一时南北各派的面人
大师，在上世纪80年代众多民间艺
人纷纷出山，寻找去路的时候，侯文
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到外面的世界去。

与“大师”的邂逅

一把剪刀、一把钳子和镊
子。直到今天，如果使用工具，
侯文明一定会用上这套捏面人
的把式。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期，30 来岁的侯文明怀揣 5 元
钱，带着面人“三件套”乘车去往
成都。

“身上的 5元钱，到成都的
车费就花了 3元钱。我就是想
看看，面人到底有没有市场？我
能不能捏着面人讨到生活，最后
平安回家？”像旧社会的“跑摊
匠”一样，侯文明完全放下了面
子，一心想在面塑上跑出点名
堂。

春熙路的夜市，繁华街巷的
显眼处，都是侯文明落脚的地
方。一个面人最贵的二三元，最

便宜的5毛，有时候，侯文明甚
至不用工具，只是信手一捏，就
让各色人物和动物瞬间复活。
靠着动作快，手艺好，虽然出门
时带的钱早用完了，但侯文明没
有饿着，继续自己的“跑摊”之
路。

为了省钱，侯文明几乎没有
打过旅馆，常常在车站过夜。有
一次，为了不被车站的乘务员赶
走，他现场捏了一个面人送给对
方。说起来心酸的“跑摊”生活，
侯文明却觉得珍贵无比，人们对
于面人手艺的热爱，常常温暖着
他的心。

乐 山 —— 成 都 —— 宝 鸡
——云南，这是一趟毫无规划的
旅程。每到一个地方，侯文明会

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特
色重新设计自己的面人造型。
比如到了云南，他立即设计出阿
诗玛造型，受到了当地人的喜
爱。

20多天之后，从云南返回的
侯文明风尘仆仆地往家赶。让
妻子和全家意外的是，侯文明口
袋里还多出了100多元钱。20
多天的辛苦辗转，跑摊卖艺，侯
文明捡到了一个宝，那就是“天
干饿不死手艺人”，面人是有市
场的。

从云南回来后，侯文明夫妻
俩做起了卖饺子的营生。而在
饺子摊上，人们会看到一个个活
灵活现的面人雕塑，提醒人们这
里的主人还有这样的爱好。

“跑摊匠”的20天

1989年，侯文明“面人侯”的
声名不胫而走，他被沐川烈士陵
园请去做“血染沐川、魂归中华”
大型组雕。业余时间，他创作出
以烈士人物为主题的面人作品，
获得社会捐款助力烈士陵园的
建设。

之后，侯文明远走深圳，
在长达 6年的时间里为一家酒
店担当工艺造型师，他的面人
手捏技艺，也很好地融合到了
中国菜的各大菜品里。1995
年，从深圳回到故乡乐山之
后，侯文明经营起了自己的饮
食店，尽管此时，距离他以面

人谋生的梦想越来越远，但谁又
能否认，这些年的远走求生，哪
一样离得开当年面塑投射下的
影响。

已过花甲之年的侯文明，
爱上了种花养鸽，而对面人技
艺，他有了另一番认识。“旧时
面塑艺人为了生计混迹于小街
小巷，时至今日，社会对民间工
艺关照有加，政府相关部门出台
了一系列措施挽救民间手工
艺。面塑技艺和手工艺人迎来
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侯文明
说，面塑技艺在嘉州有底蕴有
故事，作为一名手工艺人，发

展和延续其命脉的首要任务是
培养后备力量，让人们熟知面塑
和其历史。

去年旅博会期间，在五通桥
某山庄，侯文明带着他的面人

“三件套”出现在公众面前，将上
千件面塑作品免费送出。今年
春节嘉定坊大庙会上，作为特邀
嘉宾，侯文明隆重登场，以表演
者的身份，配合古典的古筝曲
调，将汉代生发出的面塑绝技演
绎得眼花缭乱，让人叹为观止。
表演之余，侯文明还走进社区、
学校，甚至在自己家里，为面人
爱好者提供免费教学。

“面人侯”的公益之路

点点莲花瓣，层层晕染，涟
漪四起，一只天鹅匍匐水中饮水
嬉戏。在一个微型圆盘上，这一
幅极具中国风的意境，很难有人
不说是国画。然而，它实实在在
只是一个面塑作品。

侯文明近年来向传统面塑
技艺发起了挑战，将传统面人立
体的造型转变为一种既可立体，
也可平面表达的艺术形式。在
完全平面的面人造型上，侯文明
在创作出造型后，会选择适当的
背景进行二次改编。比如一个
放风筝的男孩，背景可能是一片
大海，风筝的高度与辽远的大海

呼应，表现了一种高飞的姿态。
在侯文明家中的面塑创作

室，墙壁上随处可见不同题材不
同类型的平面面人作品。美女、
野兽、飞鸟、老人、儿童，它们更
像是一幅幅刚刚完成的色彩鲜
明的图画，还透着未干的光泽。

从去年开始，侯文明玩起了
微信，他试图将朋友圈里更多人
的思想串联起来，点燃自己的灵
感。看到画家张英豪笔下的关
公，侯文明捏出了一个大写意的
关公形象；更令人叫绝的是，侯
文明还创作出了一组《嘉州古韵
汉服秀》，将朋友圈内汉服爱好

者的精彩瞬间用面人进行了记
录和表达。

“没有任何艺术是一成不变
的，创意面人只是道出了中国
面塑技艺变革的一种可能性。”
侯文明说，随着时代的进步，
早期面人材料保存期短的短板
如今也有了对治良方。面塑制
作者不再耗时耗力在家蒸面，
苦恼作品无从留世，现在，各
种轻型黏土等替代品出现了，
将面塑艺术的传神和持久科学
地融合到一起，实现了面塑传统
技艺与现代生活跨越时空的一
次对接。

传统下的创意之变

3

2

4

面
塑
《
打
铁
人
》

面
塑
《
放
风
筝
的
孩
子
》

对
面
塑
钟
情
一
生
的
侯
文
明

面
塑
《
嘉
州
古
韵
汉
服
秀
》
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