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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这几天，“芳华——杨雪芳莫金荣艺

术作品展”正在汾阳路79号上海工艺美

术博物馆展出。对于耄耋之年的常州“延

陵派”象牙浅刻开创者杨雪芳而言，这个

名为“芳华”的展览，几乎是一场“迟到的

展览”。

其实，中国工艺美术两大时代高

峰——南阳烙画和常州象牙浅刻，在杨

雪芳身上都有着出神入化的体现。不过，

连众多弟子都已成为工艺美术大师的杨

雪芳，直到年过八旬才第一次举办个人艺

术作品展。人们评价他“刀笔如神，芳华

绝代”，因此，“芳华”也成为这次展览的名

称。“芳华”并未逝去，刀笔亦不老。

刀笔共舞一甲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雪芳来到河南南

阳烙画厂，开始了刀笔共舞的生涯。烙画

用火烧热的烙铁在纸、竹、木等材质上熨

出烙痕作画。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十周年，18岁的杨雪芳与知名画家、郑

州艺术学院院长谢瑞阶等合作，创作了大

型烙画作品《黄河在前进》，作品赴京陈列

于人民大会堂。一年后，杨雪芳进京与画

家张绍文合作烙画四屏《人牲两旺》，再次

展陈于人民大会堂。上世纪60年代，杨

雪芳调回家乡常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他的

刀笔从厚实的竹木转向了更为温润的牙

材，开启了象牙浅刻的研究和创作。

牙雕浅刻艺术非常接近中国书画的

表现形式，融入了国画的笔意墨韵，山水、

人物、花鸟鱼虫等元素，刀法里有笔法，充

分利用原料的自然纹理与画面效果相结

合，方寸间可见不凡。经过深入研究，杨雪

芳以叠层上色之法，辅以国画独特的颜料，

将山峦叠嶂、草木茅舍、人物轻舟等晕染花

青、石绿等不同色彩，刀笔相合，色墨交融。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从2014

年开始增添了“常州象牙浅刻”的名字。

烙画与牙雕浅刻都与杨雪芳深厚的书

画功底不无关系，也因为志趣相投，他与一

大批艺术家交好。程十发和他都是昆曲发

烧友，每到周末，杨雪芳几乎都要到程十发

家去唱昆曲。当年，杨雪芳在上海的艺术

品公司开张之日，程十发先生对杨雪芳开

玩笑：“杨先生，我想买一只大一点的花篮

过来，不过我没钞票，只好给你画了一只。”

黄永玉到上海，常常就下榻于杨雪芳

家。有一次连续一个星期，黄永玉把自己

关在杨家，埋头为报社写关于张乐平先生

的回忆长文，还吩咐杨雪芳，除了吃饭都

不要去打扰他。

作品融入一生悟
自2018年以来国家施行“禁牙令”，

猛犸象牙全面替代了传统使用的非洲象

牙，成为常州象牙浅刻现今唯一用料。猛

犸象牙温润柔和，拥有独特的肌理。在猛

犸象牙上浅刻，刀痕深深浅浅制造出浓淡

明暗。

“芳华”展览中的《步溪图》《千字文》和

《八十七神仙卷》等，均以千古名作为蓝本，

却完全体现出了刀法在猛犸象牙材质上的

神奇效果。杨雪芳创作《八十七神仙卷》，

反复考证了历史上的不同版本，以及徐悲

鸿、张大千、谢稚柳等人对此的研究资料。

杨雪芳说：“以《八十七神仙卷》中众

多神仙的发髻为例，唐到宋，每个朝代的

资料都不一样，浅刻表现的丝丝缕缕无法

一笔带过。我不是在完全临摹，而是以刀

为笔，做我自己的浅刻创作。齐白石为

《八十七神仙卷》写的引首，六个字篆书，

浅刻出来很不好看，我就重新设计了篆

书，还刻了上千字的楷书题跋。”

“芳华”展策展人胡晓芒表示，工具、

材质对杨老来说，已经化于无形，杨老的

作品融入自己一生的造诣感悟，使之具有

当代气质和历史反思。本报记者 徐翌晟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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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七成来自上海
“很多时候本土文化的断层，是‘断’在年轻父母这一代，当小朋

友走进沪语训练营，其实是带动了全家人来了解沪剧。”沪语训练营

项目负责人刘丽颖介绍道，参加沪语训练营的家庭，七成是上海家

庭，三成来自新上海人家庭。

从2014年创办之初就加入到沪语训练营的老师徐蓉当年也曾讶

异过：“家里都是上海人，还需要学上海话吗？”在体验活动中，刘丽颖

会询问小朋友们是哪里人，大部分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上海人，她

再问会不会讲上海话，答案就变成了“不会”。

最初开始招生时，徐蓉每个周末都排得满满当当。周六周日每

天三场示范课，上了一个多月后，徐蓉接到电话，一个班招满了。徐

蓉为了编教材天天忙到半夜。白天，徐蓉就靠一辆自行车，往返于东

安路的沪语训练营和天平路的示范课教室，晚上还要到剧场演出。

随着报名的孩子越来越多，单靠徐蓉、凌月刚等几位初创时的老

师显然已经不够，丁叶波、朱君尧、郜逸萍等青年演员在第二年加入

进来。每个周末，大家都穿梭在远郊舞台和市中心的沪语训练营

里。“我们自己都还是孩子呢。”郜逸萍回想起当年笑着说道。为了让

孩子们坐得住、学得进，丁叶波特地学了蒙氏教学法，将孩子们的兴

趣点和学习结合在一起，在游戏的过程中带着孩子学语言、学戏曲，

他俩也成了孩子们喜爱的“菠萝老师”和“糕糕老师”。

如今，教材已经从一套扩容到了六七套，数间教室也从早上到下午

“火力全开”，各个年龄、各个阶段的孩子都可以匹配到适合的老师。

全国比赛脱颖而出
仅仅去年，沪语训练营就出了五朵“小梅花”、十朵“小白玉兰”，

硕果累累。可在最开始，他们也曾在全国性的大赛中折戟。徐蓉提

及最初参赛的惨淡场面，很是心酸，沪剧能比得过京昆吗？如今，当

年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当然能！老师们在培养方法上转变思路，求

新求变，在演唱中加入高难度的唱段，不断提升孩子们的表现力。

“当我们沪剧代表上海去全国参加‘小梅花’评选的时候，我们感

到特别高兴，沪剧从孩子这里走向了全国。”徐蓉欣慰地在孩子们身

上看到了沪剧接力棒的传承。早期的一位优秀学员赵紫璇，如今已

经从专业戏校毕业进入南京越剧团工作，前不久刘丽颖在沪剧《陈毅

在上海》的演出现场偶遇这位学员，学员说已将这部剧“刷”了五遍，

仍觉得看不够。

更多的毕业学员自觉担当起沪剧的文化使者，有的在学校创立

沪剧社团担任团长，有的出国留学后在新年晚会上演唱了中英文版

本的《洪湖水浪打浪》，增进外国人对沪剧的了解。“入营”短短两年的

潘子轩已经获得“小梅花”和“小白玉兰”两项称号，沪语训练营

让他萌生了报考戏校沪剧班、成为一名专业沪剧演员的

理想，他说：“我喜欢沪剧，无论以后的舞台大

小，只要我能始终走在沪剧这条路上，就已经

很开心了。” 本报记者 赵玥

在文艺复兴风
格的花园建筑里感
受沪剧文化是什么
体验？随着已有9

年历史的沪语训练
营日前搬到汾阳路
150号新址，亲子家
庭可以在周末走进
这幢建筑，换上戏服
进行一次沉浸式“打
卡”，孩子们更可以
走进专业演员的练
功房，上一堂从沪语
到沪剧的特色课程。

2014年至今，由
上海沪剧院创办的
沪语训练营已经培
育学员1万名，带动
5万余名孩子参与沪
剧活动，培养数十位
小学员在全国少儿
戏曲评奖中获得“小
梅花”“小白玉兰”等
称号。联动沪语训
练营这个颇具影响
力的文化品牌，上海
沪剧院让戏曲的活
态传承有了另一种
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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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逝
刀笔不老
八旬杨雪芳带来

一场“迟到的展览”

■ 双驴-木板烙画

■ 夏日诗帖-猛犸象牙浅刻

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