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读
2021年7月25日 星期日 责编/吴臻 美编/杰清 校对/王魁

A07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收藏就是为了传播。”提及收藏的目的，林辉说，原本他收藏范
围并不广，仅是自己看过剧目的戏单，后来渐渐产生了要梳理闽剧
的历史，将闽剧历史收藏在家中的想法，收藏的范围从单一的闽剧
戏单扩大到闽剧剧本、黑胶唱片、海报、报纸、老照片、杂志、连环画
等所有闽剧的文献资料。

这些年，林辉和圈子里的人时不时地外出“寻宝”，许多时候，藏
家不舍得拱手让出。“原本受技术手段和传播范围所限的闽剧剧本、
黑胶唱片大多已成为这世上的孤本、孤品，其收藏价值可想而知。”

林辉收藏这些史料，是想让四百多年闽剧的根与魂走近百姓，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林辉认为，“史料数字化是保护
的最好途径。目前我也为这事忙碌着”。在省文旅厅的指导下，福
建省实验闽剧院正在筹划建设闽剧博物馆，选址白马路。闽剧博物
馆将在“闽剧文献展”基础上添加更多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了数字史
料这部分内容。“我的闽剧藏品终于有了它们的‘家’。”林辉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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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藤椅，一柄蒲扇，一曲曲闽
剧，唱的是啥？《荔枝换绛桃》《贻顺哥
烛蒂》《甘国宝》……还有手里握着的
戏单。这应是许多闽剧老戏迷梦寐
以求的午后时光。在唱、念、做、打之
间，典雅婉约的唱腔词段，跨越百年。

闽剧文化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
中得以延伸与发展，除了自身独特的
魅力外，还必须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和
爱好者。

林辉更愿意人们叫他“资深戏
迷”，他几十年做的一件事就是“收藏
闽剧”。无法成为闽剧演员的他，一
直有个“大梦想”：把闽剧的历史收藏
在家中，有朝一日，以展览的方式呈
现给市民，让四百多年闽剧的根与魂
走近百姓，让闽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好地保护与传承。

“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海都记者采
访林辉，他一开口便是自我调侃。林辉在福
州市邮政局工作，却偏爱收藏与戏曲相关的
文献资料，“我从上小学时就喜欢上了闽剧。
父母都是闽剧迷。”林辉说，“儿时住在福州台
江三保，上学的一路上，有工商联礼堂，工人
文化宫第一礼堂、第二礼堂和台江区文化馆，
那是闽剧的黄金年代之一，每天都有好几台
闽剧登台亮相。”

林辉脑海里，依旧牢记着那时林芬菁扮演
的江姐，站在位于黄巷中段南华剧场舞台上的
风采，比起京剧名家张火丁的江姐一点也不逊
色，而李铭玉饰演的甫志高神形兼备……

如此痴迷闽剧的林辉，不是没想过当一
名闽剧演员，奈何嗓音条件不过硬。说起年
少轻狂往事，林辉还是有些遗憾。“因为逃学
看戏，收集的戏单被父亲一把火烧了。”高中
毕业后林辉便参加了工作，从此那个闽剧梦
也就破灭了。

但他对闽剧的执着却从未停止，还协助部门举办闽剧文献展。
今年5月，林辉再协助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和梅兰芳纪念馆联合举办
了“南腔北‘调’‘闽’动京城”的闽剧文献展，那次展览是闽剧文献首
次在首都北京展出，也是梅兰芳纪念馆开馆以来首次举办地方戏曲
文献展。展出的展品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林辉的个人收藏。

林辉的藏品，是按照闽剧的发展史串联起来的。清时刻本《紫
玉钗》是闽剧“前三合响”时期珍贵的资料；《锦城鸿爪》等书见证了
辛亥革命后京班在闽都最后的辉煌；一张民国时期《刘香女游十殿》
的海报，是见证闽剧机关布景当年引领中国戏剧舞台的活文物。

“1923年7月22日，上海《申报》的一条短短的新闻，让‘闽剧’
二字首次出现在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林辉说，可惜的是原版报纸现
已无处寻找，这则新闻是他从几年前出版的《申报》复印本上寻到
的。“复印本共有四百厚册，一页页翻找，确实花费了不少精力。”此
后，林辉又发现1922年上海《新闻报》更早出现“闽剧”一词，这又把
权威报纸上第一次出现“闽剧”二字的时间提早了一年。

藏品中还有著名剧作家林飞先生的日记本，那是林飞参加第一
次全国戏曲工作大会时的大会发放用品，上面记录了福建闽剧工作
者第一次参加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相关内容，首页上更有梅兰芳、周
信芳等戏剧大师的签名。这本日记本上还记录了1952年闽剧代表
队从福州艰难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全过程……

此外，闽剧泰斗郑奕奏上世纪20年代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的
黑胶唱片《黛玉葬花》、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前身“旧赛乐”戏班的演出
海报、闽剧“金生银旦”李铭玉和郭西珠的老剧照、闽剧电影《炼印》
大幅海报、经典闽剧《梅玉配》不同时期的节目单等，都是林辉闽剧
收藏中的珍品，也是见证闽剧发展史不可复制的珍贵资料。

每一件藏品背后，林辉说起，都有一段闽剧故事。

爱好，为闽剧痴狂

老物件，串起闽剧四百多年辉煌

收藏，为了更好保护与传承闽剧

他们更希望大家称他们
为“壹品大漆”。

“我们是一个团体‘壹品
大漆’，2014年创办，其中有
漆艺大师，也有像我这样的品
宣人员。”创始人林晖说，“这
次‘七彩聚福瓶’的设计，是团
队的集体智慧创作出的，瓶腹
以蓝色和绿色作为主色调像

地球，寓意全球一体，建设‘共
存、共荣、共融、共享’的人类
文明福祉。”

制作工艺采用福州脱胎
漆器髹饰传统技艺，先泥塑、
翻石膏模制成内胎，以生漆作
为黏合剂，再用苎麻布逐层裱
褙，连上两道漆灰料，阴干后
脱去内胎……历时逾150天。

林晖说，因为喜爱脱胎漆
器，所以团队走到一起，希望把
福州脱胎漆器工艺研学下去。
工艺的延续脱离不开市场，但
脱胎漆器市场不好走。“我辞了
工作，专心脱胎漆器的市场开
拓。”这个团队经历了最初的艰
难时期，“如果没有情怀，我们
无法走到今天”。

这“玩”漆器的团队迎来
第一次机遇是在2017年，这
一年，他们创作的《花开富贵》
大漆御案、《众星拱月》大漆茶
礼系，成为厦门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赠送俄罗斯总统普京
的元首礼。“而此次再次成为
福州世遗大会国礼，则是我们
团队的幸运。”

脱胎漆器“七彩聚福瓶”
成世遗大会21委员国礼品
使用才是最好的活态传承，设计制作团队想让漆艺“玩出圈”

朱红色的瓶颈，蓝绿主调的圆腹瓶身，以中国明清
典型天球瓶为原型的脱胎漆器“七彩聚福瓶”成为福州
市政府赠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第四十四届世界遗
产大会21个委员国的礼品。这件礼品的设计者是福
州的一群脱胎漆器的“玩家”。他们将脱胎漆器“玩”出
跨界，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使用才是最好的
活态传承”，这是“壹品
大漆”团队一直秉持的
理念。如何让脱胎漆器
的技艺与生活结合，他
们花了不少心思。

他们尝试跨界，将
脱胎漆器的技艺结合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茶是最
好的结合点，大漆茶杯、大
漆茶盘、大漆海碗……将
大漆工艺使用在不同的
器具，这并不新奇。”林
晖说，除了这些，还有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奖
杯。“还记得第二届中国
丝路国际电影节，被刘
德华捧在胸前的金丝路
奖杯吗？奖杯的制作工
艺便是脱胎漆器，制作

周期 90 天。同样的奖
杯，在第四届中国丝路
国际电影节时，也被成
龙捧在怀里。”奖杯的制
作者正是“壹品大漆”。

另一个“跨界之作”，
也颇为让人惊叹——将
脱胎漆器技艺和汽车结
合。“这样的组合出现在
了 2019 年上海国际车
展。大漆版《千里江山
图》呈现在了汽车内饰
中，在古典和现代的视
觉碰撞中，让大漆工艺
添加了更多的表达方
式。”林晖的团队还想创
办一个脱胎漆器展示
馆，将脱胎漆器的历史、
工艺细致、完整地呈现
在公众面前。

四年间 两次国礼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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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玩不一样漆艺

林辉手里拿着1950年旧赛乐
戏班的演出海报

上世纪50年代，闽剧泰斗郑奕奏
演出《黛玉葬花》的戏票

1925年郑振铎送往商务印书馆发
行的《考证注释紫玉钗剧本》正式将“榕
腔”定名为“闽剧”

脱胎漆器“七彩聚福瓶”

“金丝路奖杯”也是用漆艺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