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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下午，记者走进位
于齐安路国艺花鸟市场的
自怡堂总部，在这间不大的
工作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 一 幅 幅 古 色 古 香 的 字
画。它们有的刚刚被修复
完成，在数天或是数月之前
还是一幅幅近乎残缺的破
旧纸片，还有一部分字画在
经过精心装裱后，纸面上的
纹理都清晰可见，映衬着装
裱师们的匠心。

自怡堂堂主陈雨，是一
名“90 后”的小姑娘。陈雨
告诉记者，自怡堂的传统书
画装裱修复技艺源于生于清
咸丰年间的先人陈钦徽，传
到她这里，已经是第6代了。

陈雨 12岁的时候，便在
案前看父亲如何装裱修复，
忙的时候，陈雨会帮忙打下
手，做些洗糨糊、洗布、擦桌
子之类的杂活儿。而就是从
那时候开始，在慢慢接触的
过程中，陈雨发现了蕴含在
这门手艺中的乐趣。

陈雨告诉记者，之前，父
亲认为装裱这一行的前景不
景气，考虑她若不想再做，就
准备转给别人。2016年，刚
刚大学毕业学美术的陈雨决
定女承父业，让装裱这门手
艺在她手上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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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后街的自怡堂，是陈雨在 2021年
的时候开的一家分店。陈雨告诉记者，
平时工作中，她感觉到做这一行所接触
到的都是年纪大的群体，而年轻人一说
到字画，总会觉得太老气了，他们就会觉
得那个东西不是他们玩的东西。“但作为
旅游街区，年轻游客却是占大多数。我
觉得我也算半个年轻人，我自己都能玩
字画，而且越玩越好玩，不如做个尝试，
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这门传统的手
艺带到年轻人中间去。”

抱着这样的想法，陈雨就跟所有合
作的老师来了一场“思想碰撞”：从做一
些小东西开始，搞一些类似书签的产品
试一下，“就相当于义务的宣传大使了”。

然而这个想法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
过了陈雨的预期，所有在这里消费的，都
是30多岁及以下的年纪，这让陈雨觉得，

“我们做的东西，是正好对了这个味道。”

N海都记者 周字艺

装裱店在福州街头很
常见，近期，南后街上的

“自怡堂”装裱店却独独火
出圈。在微博、小红书等
社交媒体上，满屏都是“找
自怡堂的师傅给我写书
签”的分享帖。帖子中提
到的书签，就是自怡堂的
文创转型尝试。而这家店
的店主陈雨，是一名“90
后”裱褙师。

装裱世家
六代传承

书画修复，分为定损、清灰、软纸、正
面补纸、二次清灰、化胶杀菌、揭裱、补
心、上命纸等 9个步骤。虽然自幼耳濡
目染，但从给父亲当助手，再到初学装裱
技艺，最后到自己可以独立完成一件装
裱作品，陈雨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两年多
的时间，这其中的过程比陈雨想象中的
还要困难许多。

“以裁纸为例，或许会把纸张裁歪，要
么宣纸打湿了之后很容易破，因为你的手
劲和力道不对的话，纸就会破掉。只有亲
身实践之后，你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陈雨说。回忆自己走来的路，陈
雨笑着说道：“多犯一点错就学会了。”

除了技法上的精进，从事装裱行业，
还需要一定的国学文化积淀。空闲的时
候，陈雨会去看展，从而获得灵感和启
发。“看展览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这个
字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字的演
变是怎样的，甚至说这幅画最精彩的那
一笔在哪。”

去年，陈雨从顾客手中接到一幅从清
朝流传至今的宗祠画像，需要将其修复，
而送到陈雨手上的时候，整张画作长斑发
霉非常严重。陈雨告诉记者，修补这张画
整整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长时间的
接触，陈雨脸部甚至被反复感染、过敏，直
到完成交付后快两个月才慢慢好过来。

耳濡目染 学艺不易

尝试创新 引领潮流

陈雨在直播中展示作品 杨业伟/摄

陈雨正在抹浆糊 福建日报/图

“自怡堂”墙面上的书画作品 陈雨/供图

陈雨正在制作浆糊
福建日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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