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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高赢

通草画是什么？
估计许多市民闻所未
闻。在市博物馆一楼
举行的第二届家庭档
案展上，我市集邮爱
好者胡闺燕带来的一
幅通草水彩画（右图）
格外引人注目：尺寸
比 A4 纸稍大，纸质纤
薄，呈乳白色，画面上
的蝴蝶、蜻蜓、爬虫形
态各异，栩栩如生。

“这样的画，在 19
世纪晚清时期的广州
特别流行。画虽然在
广州制作，但传世作
品几乎都在国外。”胡
闺燕说。

说起这幅通草画，与胡闺燕的集邮爱好有

关。胡闺燕在我市集邮界小有名气，她从孩童时

代就开始集邮，藏品中有英国邮票黑便士、红便

士、蓝便士等珍稀的邮票。

小时候集邮，胡闺燕拿父亲的香烟盒与同龄

的男孩子换，有了收入之后，她就托人在英国购买

各式各样的邮票。胡闺燕说：“英国的邮票市场价

格便宜，一张普通的红便士邮票只需要七八十

元。”

胡闺燕在英国有个专门的“代购”朋友，而这

幅通草水彩画正是这个朋友赠送给她的。

朋友是东北人，目前生活在英国。朋友拥有

一副热心肠，看到一些中国的文玩字画流落在海

外，经常自掏腰包买回来，再寄回国内。2014 年，

朋友一口气拍下了 12 幅画，其中的一幅便是通草

水彩画。

也是机缘巧合，在一次聊天中，胡闺燕看到了

这幅画的照片。朋友看出她非常喜欢，便爽快地

赠送给她。通草水彩画前后夹着厚实的信封和木

板，漂洋过海到达胡闺燕手中。

朋友从英国买来通草水彩画赠送给她

胡闺燕网上查阅资料后发现，通草水彩画的

历史将近 200 年，传世作品大都流传在国外，而且

通草水彩画的技艺早已失传，所以这幅画显得格

外珍贵。通草最早在民间是用于治病，后被用于

制作人造花，从晋朝起一直到唐、宋、明、清各朝都

在做，《红楼梦》里也提到通草做的人造花。

1825 年，广东有位画师把这种植物的树心切

成薄片，代替纸张创作水彩画。因为当时水彩纸

是进口的，价格极其昂贵，一般画匠根本买不起。

而通草在广东种植面广，加工成纸便宜，也容易着

色，经久不褪。外国人看到这种纸又轻又薄，接近

半透明，误以为可能是大米的浆水做成的，所以早

期给它取名Rice paper（米纸）。

从18世纪起，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中国的茶

叶、丝绸、瓷器等纷纷进入欧美人的生活，在欧美

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

前，来中国沿海城市探访或做生意的西方人迫切

希望能将自己在东方的所见所闻，真实客观地带

回本国，向亲朋好友传递美丽而神奇的东方风情，

通草水彩画成了其中的一项中国特色工艺品。

通草画技艺早已失传，传世之作大都流失国外

集邮爱好者展出曾流失英国的中国民间艺术珍品

百年通草水彩画 永康有一幅

当时朝廷允许与外商做生意的只有广州十三

行。商行就召集了一批广州画匠，在西方画家的

指导下，将西方绘画原理引入本土绘画中，创造出

了中西合璧式的通草水彩画。胡闺燕手中的通草

水彩画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通草水彩画描绘的题材相当广泛，主要反映

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如广州市井交易、市井生活

风情、港口风情、十三行里货品贸易、珠江行船，以

及各行各业、人物、动植物、司法现状等等。它们

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鲜活文本，也可视作帮

助商人扩大生意的“产品说明书”，更是发往伦敦

的“明信片”。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成

为我们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极佳档案，具有很强

的真实性，可以补充中国传统的官修档案和文人

笔记的文献记载之不足。

遗憾的是，通草水彩画虽然在广州制作，但传

世作品几乎都在国外，目前通草纸水彩画主要收

藏在西方的博物馆中。不可否认，通草水彩画有

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研究价值。

“我拿出来展览，目的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和了解这种奇特的绘画。希望百年前的传统工艺

能够复兴，再次走向世界。”胡闺燕表示。

引入西方绘画艺术，反映100多年前的社会生活

景陵公祠雀替
梅花鹿眼睛会“动”
如果不信，不妨去吕南宅二村看看

□记者 俞晓赟 程轶华

祠堂，是先前家族聚集议事、娱乐庆典的地方，

同时记录了家族制度的沿革和变迁。在许多乡村

中，最高大华丽的建筑就是祠堂。龙山镇吕南宅二

村的景陵公祠就是其中一座，这座祠堂还有其他祠

堂没有的两件宝贝。

古祠一年四季不见蜘蛛网
景陵公祠属合院式布局，两侧的廊屋组成前后两

个四合院，空间宽敞，厅堂高大雄伟，雍容大方，有三

个天井，里面光线充足，空气流畅。

“景陵公祠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占地 880 平

方米，距今已经有 100 多年，一直以来作为敬宗仰祖、

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该村村支书吕广林介绍，这座

祠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年四季见不到蜘蛛网；除

此之外，还留有一件宝贝，一般人还不让看呢。

我们跟着吕广林前往中厅，却怎么也没有看到他

所说的宝贝。“你们一般是看不到的，因为村民把它给

遮起来了。”正当我们疑惑时，吕文林边说边带我们往

楼上走。他在楼角处抬起挂在墙上的一块匾，终于露

出了嵌在楼角的木雕雀替(下图)。雀替上雕的是一只

梅花鹿带着一只小鹿，犹如在树丛中奔跑，栩栩如生。

吕文林说：“你们试试看，站在不同角度，它的眼

睛都会盯着你看。”我们按照他说的站到不同角度去

观察它，梅花鹿真的都在看我们。吕广林说，对应的

楼角也有一只相同的木雕雀替。遗憾的是公祠里其

他雀替在整修之前被人偷了，现在看到的都是新修

的。为了保护好最后这两块宝贝，村民平时都用匾

遮住。

常有曲艺爱好者来祠堂表演
景陵公祠内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吕南

宅二村的一个象征。建筑中的梁架、斗拱、雀替等木

构件都饰以精美绝伦的雕刻装饰，其刀法精细，技艺

高超，各种动物生动传神，惟妙惟肖，令人惊叹不已。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珍贵遗产，代表本村历史积淀

与文化传承。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吕广林说，由于景

陵公祠年久失修，毁损严重，曾有部分倒塌，如果要整

体修缮需花费 100 多万元，但村里集体经济薄弱。前

几年，村民纷纷慷慨解囊，共募集到捐款76万余元，加

上上级部门的资助，整修工程得以顺利完工。整修时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风格中的古木雕刻工艺，

如今祠堂焕然一新。

整修后的景陵公祠成为该村落文化礼堂，设有阅

览室、展览室、丽州文化讲堂、音像室等，成为吕南宅

二村村民的好去处，平时还常有一些曲艺爱好者来祠

堂表演，与村民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