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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NONG CHENGJI

高手在民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一脚黄泥一脚灰，追着太阳抢时节，在

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丰子塘小山村里当农
民的刘双喜，还有另外的身份，株洲漆画手
工艺的第 4 代传人、首批株洲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和漆画传承人、株洲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北京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会员等等。

农民与漆画师，一个靠力气，一个靠手
艺，刘双喜凭借着农民的踏实与勤劳，用自
己的丹心妙手，描绘出属于自己的“漆彩人
生”，传承和创新，推动着漆画这一古老的
民间技艺不断向前发展。

被漆“咬”，还未出师，就开始
独立接活

画画，是刘双喜从小的爱好。小时候，
没有多余的钱买本子和笔，他就捡树枝在
泥地上作画。这时，总会围过来一群小伙伴
连连称赞。欢声笑语，让他笔下的动物，各
个活灵活现，人物，都神采奕奕。

1980 年 ，16 岁 的 刘 双 喜 初 中 毕 业 ，迷
茫、无助。父亲问他何不去学一门手艺，当
时十里八乡有名的漆画匠人田新梅正在收
徒弟。

当时，漆画是当地出了名的“金饭碗”，
婚丧嫁娶、新房竣工以及新店开业，都要请
漆画师傅上门创作。衣柜、橱柜、床和大门
等家具，都要让漆画师傅画上鸟、兽、梅、竹
等元素的装饰画。

刘双喜决定试一试。
漆画，是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绘成

的画，但对于传统的漆画师而言，过敏是绕
不过去的难题。第一次接触漆画的那个夏
天，刘双喜就被漆“咬”了。

刚开始是脸肿成熊猫样，后来沾到一
点大漆在手上，刘双喜的两条手臂上就长
满了类似湿疹的小红疙瘩，一排一排，密密
麻麻，奇痒无比，还不能挠，挠破后流出来
的毒水流到哪，感染到哪。刘双喜觉得白天
有活干，还可以转移注意力，可到晚上压根
没法睡，心里猫爪儿挠似的，只能将整个手
臂放在冰凉的井水中，才能缓解一点儿手
臂的痒。

可就是这样，刘双喜还是坚持了下来。
半年后，慢慢地，他的身上有了抗体，症状
才渐渐消退。刘双喜说，现在漆画的原材料
大漆都改用环保漆，不会出现被漆“咬”的
事件。

熬过了被漆“咬”，刘双喜凭借自己画
画的功底，在一众师兄弟中，出类拔萃，还
没出师，就开始独立接活。

写信、临摹、收集资料，痴迷漆画

漆画虽然和手工艺有关，但它却归属
于绘画这门艺术门类。刘双喜觉得，不仅要
关心漆艺技术所带给他的可能性和整体协
和性，还要关注绘画本身。光懂漆艺，不懂
绘画，成不了漆画家，光懂绘画，不懂漆艺，
也做不了漆画家。

1981 年的冬天，刘双喜鼓起勇气给中
央美院写信，表达想去进修的愿望。一年之
后，他终于等到回信，但建议其去找当地的
文化部门就近学习。

马不停蹄，几经周转，刘双喜带着自己
的作品，找到了当时正在株洲县渌口镇（今
渌口区渌口镇）伏波文化馆从事艺术工作
的肖佩苍。

初生牛犊不怕虎，刘双喜推开肖佩苍
的办公室门，就将作品铺在办公桌上，直入
主题，请求指导。

或许是因为看到刘双喜身上的那份朴
实和诚恳，肖佩苍并没有责备他的唐突，而
是和他聊了一下午，从油漆的配比到色彩
浓淡，从绘画历史，再到绘画技巧，关于绘
画艺术的一切，无所不谈。刘双喜觉得自己
眼前敞开了一扇大门，门里闪耀着五光十
色，迷人而伟大。

临走前，肖佩苍还借给他一本珍贵的
孙 其 峰 白 描 画 册 ，并 嘱 咐 其 多 临 摹 ，多 运
笔，多揣摩。

如获至宝的刘双喜白天忙农活，晚上
挑灯临摹，经常一抬笔就能听到鸡鸣。一个

月下来，刘双喜的绘画技巧突飞猛进。
从刚开始他只是信手涂鸦，慢慢地学

到了构图、布局、色彩运用等绘画技巧。当
时农村关于绘画的书本资料极少，为了搜
集绘画素材，刘双喜开始串家走户，寻访庙
宇、祠堂。用他的话说，只要是图画，都要揣
摩揣摩。

渐露头角，题材广泛

漆画没有油画那般高雅，也没有水粉
画那般妖娆，但是经过调配描绘出五彩斑
斓的作品，像极了隐于山间、传于民间的一
介布衣。它根植于民间，广泛运用于普通老
百姓的生活之中，与人们普通的生活息息
相关。

上世纪 90 年代，刘双喜在村子里小有
名气了。因为油漆画具有人物形象生动，色
彩丰富，且耐水洗，保管时间长的特点，很
多人都请刘双喜在墙壁、玻璃和布上画画，
经常是这家的活没干完，就被预定到下几
家，一年四季的生意从不间断。

夏天，油漆熏得睁不开；冬天，拿画笔
的手冻得开裂。刘双喜边养家糊口，边精进
自己的绘画技艺，并加以创新，融入自己的
想法，“手艺人不是我想要的，关于漆画，我
想有更高的作为。”

为了方便创作，刘双喜将两间卧房改
成了工作室，墙上挂满了作品，从花鸟、野
兽，到人物特写、乡村风貌，应有尽有，惟妙
惟肖。

刘双喜说他的创作题材涉及面广，从
表现严谨写实功底的具象造型到意韵流转
的抽象构成作品。他的题材跨度之大和完
善程度打破了很多人对“艺术必须靠专擅
的题材才能搏出位”的印象。

2007 年，在株洲县（今渌口区）优秀民
间艺术评选活动中，他的漆画作品获得了
一等奖。从此，在艺术界，农民刘双喜的名
头越来越大。

刘双喜说，40 年间，他绘制的作品多达
上千件，最满意的一幅漆画作品，名为《中
华璀璨的民族文化》。作品以抽象的形式，
将民俗元素融入其中，长度达到 10 米，被株
洲市文化馆收藏，挂在了正门醒目的位置。
而刘双喜创作过的最长的一幅作品，竟超
过了 30 米。还有“后羿射日”“八仙图”“福禄
寿”“封神榜人物图”“三国演义图”，一个个
神话故事或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全活了。

创新漆画方式，传承千古技艺

由于手艺精湛，醴陵、攸县等外地的顾
客，都曾请刘双喜上门画画。但随着时代的
变迁，电脑等技术冲击着手工绘画业，漆画
也开始走向没落之路。

作品价格在数百元至数千元之间，尽
管在民俗艺术圈内颇有名气，可刘双喜漆
画作品的销售情况却不佳，前来问询者寥
寥无几。

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放弃他漆画的主
业，农闲之余外出打零工。

“高科技的漆画方式是直接用电脑在
材料上 3D 打印。我这门手艺被笑称为‘土
玩意儿’。”面对漆画这门传统手工艺如今
的困境，刘双喜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比作品难卖更让刘双喜揪心的是，无
人来传承他的手艺。十多年来，刘双喜带过
几个徒弟，可最终都因为生计问题而放弃。

去年，刘双喜被推举为“株洲市渌口区
第二届人大代表”。他觉得他该为漆画这一
古老的技艺做点什么。“我想把漆画这门技
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在刘双喜看来，漆
画 艺 术 更 多 的 应 该 是 思 考 漆 画 的 本 体 语
言，结合“器”与“画”，“立体”与“平面”两种
类型，把中国漆画文化转化为一种加上个
性化表达的新的语言形态。

现在的刘双喜，除了画画的内容不断扩
展外，还不断尝试新的漆画方式，如油漆装
饰画、油漆工艺品等，“这个油漆喷绘也是我
尝试的新方式，用油漆喷绘在玻璃上作画，
喷绘画细腻，装饰性强，家庭装修用得多。”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成立一个民间
漆画艺术工作室，搜集漆画的相关资料，潜
心学习和创作。”刘双喜说。

农民用丹心妙手绘就“漆彩人生”
张媛 张立汽 车 沿 盘 山 道 路 蜿 蜒 向

上，车窗外是岁末冬景，屋宇整
洁的民居一闪而过。房前屋后，
多蓄水塘，眼下是一片萧瑟枯
黄景象，若是盛夏来此，自有另
一番景象，水塘里密密匝匝都
是阔大的莲叶，延展开去，有杨
万里诗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田园意境。

这里是株洲市区东郊的仙
庾岭景区，栽种有万亩荷塘，每
届盛夏，荷叶田田，中缀形色各
异的荷花，煞是好看，向有“荷
乡”之盛誉，为城郊亲子、休闲游
之胜地。在景区主峰的半山腰
上，绿树掩映中，一幢古色古香
的庙宇式建筑跃然于前，便是株
洲市文物保护单位仙庾古庙。

该庙遗迹可以追溯到清道
光 十 三 年（1833 年）的 乡 民 捐
建，更早些的遗迹不在此处，而
在仙庾岭主峰的山顶之上，据
传始建于唐，距今已有 1400 多
年历史，以此而论，算是扎扎实
实的“古庙”。

重修的古庙中，存有数块
刻于清道光十三年之后至“民
国”年间的石碑，详述历年修复
庙宇并添置庙产的种种，更重
要的是，数篇鲜有人翻阅的碑
文里，还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
的历史细节。

“仙女娘娘”是谁

提到仙庾古庙，株洲人总
会津津乐道于唐德宗的生母沈
珍珠当年为避“安史之乱”，辗
转来到仙庾岭施药治病并得道
仙去的传奇故事。可奇怪的是，
在庙中保存的数块碑刻中，并
无只字提到这个传说故事。

“ 仙 庾 岭 仙 女 庙 ，古 名 刹
也。敕庙立于山之巅，不知始自
何 年 。碑 残 碣 断 ，纪 载 阙
如……”这是仙庾古庙所藏刊
于 光 绪 二 年（1876 年）的 一 块
碑刻的起首，开宗明义，仙庾岭
之巅，自古有仙女庙，不知立多
少年了。怎么来的？不知道——

“碑残碣断，纪载阙如”，类似的
文 字 也 出 现 在 其 他 几 块 石 碑
上，所述无非仙女灵验、有求必
应之类的套话，而对所祀仙女
之来历多语焉不详，至于现所
俗传的沈珍珠隐居修行之事更
无影踪。

倒 是 光 绪 二 十 年（1894
年）一块增设祀产并名仙庾岭
同庆祀的碑刻中，碑文撰写者
在查考地方史志并综合当地耆
老之言，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仙
庾古庙之神龛，原奉仙女三座，
故老相传，昔日有三位仙女在
山顶辟谷修行，并在此得道仙
去。问其姓氏年代，则“茫然莫
畣”。幸运的是，在刊刻碑文的
时代，仙庾岭并有志书，中有箫
氏织女三星之说。织女者，在中
国古星象学中属二十八宿之一
的牛宿，有星三颗，主人间蚕织
之 事 ，“ 楚 俗 好 祀 神 ，因 以 祀
之”——大约在某个特定的历
史时期，仙庾岭周边乡民曾大
规模靠桑蚕纺织为活——且长
江以南地区在古时“祀织女星
者甚夥”，既“龛奉仙女三座”，
所祀为织女三星也算是“信而
有征矣”，至于箫氏之名，则难
以稽考。

那么，古志书中所记的织
女三星，为何又演变成了如今
众口相传的沈珍珠呢？不妨借
鉴光绪二十年那块碑刻撰写者
的思路。仙庾古庙在“破四旧”
的劫难中损毁殆尽，上世纪 90
年代初，市、区两级政府拨款，
再加当地信众捐资，乃得修缮

一新、再绽华彩，其时正值电视
剧《珍珠传奇》在热播，大街小
巷“风云起，波澜急，珍珠悲泪
泣”的主题曲随处可闻，且剧中
沈珍珠去向成谜，与史载吻合，
再考诸史籍，“安史之乱”爆发
后，中原地区大乱，大批难民南
下湖广逃生，杜甫诗《江南逢李
龟年》中的李龟年，原是宫廷名
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湖南，
意外与杜甫重逢，乃有“岐王宅
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
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
君”的千古名句。李龟年能流落
到湖南，焉知在李豫那里不受
宠爱的王妃沈珍珠会不会也随
南下逃难的人群流落湖南并隐
居在仙庾岭呢？佐以电视剧的
热播，为即将修缮一新的仙庾
古庙附会一个真假莫辨的历史
传说，以提升知名度并发展旅
游，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契机
了。

于是，便有了现在俗所流
传 的 沈 珍 珠 隐 居 仙 庾 岭 为 左
近 乡 民 施 药 治 病 并 羽 化 升 仙
的故事，而碑刻中援引古志书
所 记 织 女 三 星 的 说 法 反 倒 鲜
为人知了。

碑文中的修缮简史

仙庾古庙之新建现址，始
于清道光十三年，由乡民周永
年等捐资兴建，理由是原古庙
建于山巅，虽有声灵赫濯之名，
然“年湮代远”，风销雨蚀之下

“栋宇摧残”，尤要者，入庙进香
祈 祷 者 上 至 山 巅 须“ 涉 险 拔
荆”，不便在其次，还有一定的
安全隐患。于是，乃有乡民“募
众襄资，枚卜基址”之事，将山
巅之上的古庙改建于半山腰，
也即现仙庾古庙之所在。

古庙改址修建之后，香火
颇 旺 ，且“ 灵 应 益 彰 ，祈 祷 甚
众”，尤其是每年传说中的仙女
娘娘生日大祀，“多人跪拜，几
于无地”。鉴于此状况，又加自
道光十三年建庙之后，数十年
风雨，庙宇多有残破处，光绪二
年（1876 年），乡民刘邦山等邀
集同人，捐资营建，不但将原庙
宇残破处修缮一新，且“增其回
廊，新造前堂”，并修建文昌阁
一座，庙貌为之一新，“临其地
而高瞻远瞩，层峦耸翠，俨然上
出重宵”，端的一片壮美气象。

此后，仙庾古庙迭有修缮
并改（扩建）之举，如光绪十年

（1884 年 ），增 建“ 中 庭（ 戏
台）”；光绪十八年（1892 年），
庙前建立香亭一座，并加造客
堂 房 舍 ，“ 油 漆 粉 饰 ，一 律 鼎
新”；光绪十九年（1893 年），又
增 设 藏 书 阁 一 座 ...... 不 特 如
此，在仙庾古庙存续期间，当地
乡民还成立了各种祀会组织，
捐资捐物，购买田土屋宇、山场
塘井等以为庙产，并择殷实老
成辈经营，所得则用于庙内日
常，且于每年大祀之期典庆办
席之用，庙内藏有一组刊于光
绪十五年（1889 年）的功德碑，
涉及 22个祀会，26名纠首。

仙 庾 古 庙 自 道 光 十 三 年
修 建 以 来 ，一 直 香 火 鼎 盛 ，民
国 地 方 史 志 中 也 屡 见 此 庙 踪
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
历史条件下，文革“破四旧”之
风 肆 虐 ，仙 庾 古 庙 损 毁 严 重 ，
几成废墟，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
才得修复重建，并藉由沈珍珠
的 传 奇 故 事 而 广 为 海 内 外 熟
知，且获评株洲市文物保护单
位之殊荣，这于当年捐资建庙
的乡民前贤而言，也算是一种
慰藉吧！

碑刻里的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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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名碑名：：仙庾岭同庆祀碑仙庾岭同庆祀碑
材质材质：：大理石大理石
规制规制：：长长110110厘米厘米，，宽宽4444厘米厘米
年代年代：：清清
现状现状：：存仙庾古庙内存仙庾古庙内

株洲非遗

刘双喜展示他的漆画作品。记者张媛/摄

刘双喜在工作室内作画。记者张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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