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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去年修建的乡下别墅装饰一
番，妻子拿出停工一年的“十字绣”，说要
尽快绣好，把它装潢好准备挂在堂屋里。
这时，老妈从房里拿出一幅刺绣，说：“把
这个《百鸟朝凤》也装潢一下吧！”原来是
一幅构图古拙淳朴、色彩热烈原始、立体
感强烈的绣品。

“好漂亮，主题也好。”我一看，不禁
赞叹道，“老妈，这是湘绣还是苏绣？”

“这是苗族插绣，你外婆给我陪嫁的。
六十年了，我一直没舍得把它挂出来呢。所
以还像新的一样。”老妈说完，一脸骄傲。

“外婆哪来的苗族插绣？”我有点不解。
“不是你亲外婆的，是你的继外婆送

给我的。她头婚嫁在绥宁苗乡，学会了插
绣……”老妈说着说着，好像沉浸在了遥
远的岁月里。

此后，我便开始搜集苗族插绣的资料。
苗族插绣和汉族墩绣的技法基本类

似，它是汉、苗两族刺绣艺术互相融合交
流的产物。苗族插绣的图案大多取材于这
三大类：一是大自然的景物，如日、月、山、
水、云彩等；二是苗族的“图腾”，如蝴蝶、
枫香树、水牛、龙、狮子等；三是生产和生

活中撷取的“吉祥物”，如铜鼓、芦笙、花、
鸟、虫、鱼、花、草、果等。这些景物的图案
经过抽象简化变形处理，显得夸张、生动、
传神。苗族插绣抑或取参照物特点鲜明的
部位，如头、角、足、爪、眼睛、毛翅等，以象
征动植物本身。当然，还有比较复杂的如
狮子滚球、墙龙戏珠、凤凰牡丹、鸳鸯戏水
等表现吉祥的图案。苗族插绣呈现的图
形，千奇百态，趣味横生。苗族插绣历来被
用于苗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服装
上，男女服装都满绣彩色花纹，五彩斑斓。

苗族插绣的主要特点，一是插绣的绣
针十分原始，是用鱼刺、鸡翅骨或苗山石
窝上生长的菊竹削制而成。针管内空，直
径一毫米左右，针尖斜削面钻一圆孔，将
丝线从针管穿入经针尖圆孔导出。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后，主要用特制的金属插绣
针。二是用材讲究，主要用苗山自纺自染
的五色丝线和麻布。三是绣法独特。绣女
根据自己的构图需要，将不同颜色的丝线
直插入麻布，再将绣针抽出。一插一抽，绣
线就成双股形留在布的正面，形成反面绣
线平整、正面图案线头凸起的立体造型效
果。四是构图用色大胆。苗族插绣以红绿

两色为主，其他颜色为辅，着色热烈、张扬
鲜活，具有极高观赏性和强烈的震撼力。

苗族插绣大致分三步完成。一画：先
在纸上设计图案，再把图案拓印在绣布
上。拓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绣花针
一针针按照图案边缘刺下一排排小针
孔；另一种，借助复印纸拓印，即把图纸
放在绣布上，用笔着力描绘图案。二绣：
把绣布蒙在特制的竹绷上，用绣针刺绣。
传统的苗族插绣技法繁多，比较常见的
有平绣、锁绣、贴布绣、打籽绣、破线绣、
绉绣、缠绣、辫绣、马尾绣等。三剪：用剪
刀对立体的图案进行有选择性的修剪。

苗族插绣已是苗乡的一张名片，成
了世人了解苗族服装文化的一个窗口。

苗族插绣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很
强的艺术感染力，充满神秘和灵气，彰显
了苗乡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多样的精神
生活追求。它立体感强烈，冷暖色调对比
夸张，图案运用灵活；绣、插、点、挑，针法
丰富多变、十分讲究，是苗族文化的瑰宝。

如今，把《百鸟朝凤》装潢好，挂在堂
屋里，见到的人无不夸赞。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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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绣：苗族文化的瑰宝
林日新

故乡的山，
故乡的水，
故乡有我童年的足印。
几度桃花开，
几度雁飞来，
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
他乡山也绿，
他乡水也清，
难锁我童年一寸心。

故乡的土，
故乡的人，
故乡有我少年的琴音。
几度风雨骤，
几度雪飞春，
以往的欢笑依然在梦中。

他乡土也好，
他乡人也亲，
难锁我少年一片心。

故乡的爱，
故乡的情，
故乡有我青春的歌声。
几度芳草绿，
几度霜叶红，
以往的同伴依然在梦中。
他乡也有爱，
他乡也有情，
我却常在梦里故乡行。

（羊宏斌，邵东市文化馆
副馆长）

梦 里 故 乡 行
羊宏斌

雪舞北国妆点银装素裹，
烟雨江南笑迎花红果硕，
青藏高原轻吻白云朵朵,
西北大漠策马壮美辽阔，
黄河长江流淌千年文脉，
泰山华山挺拔气势磅礴，
大美中国，绿水青山一

片生机勃勃，
大美中国，春意盎然万

里锦绣山河！

乡村小院升腾袅袅烟火，
城市琼楼点亮繁星闪烁，
青春少年飞扬朝气蓬勃，
各族人民追梦美好生活，
千里江山书写波澜壮阔，
万家灯火辉映幸福祥和，
大美中国，精彩纷呈一

起奋勇拼搏，
大美中国，活力满满我

们自豪放歌！

大 美 中 国
李远良

连环漫画是一种讲故事的漫画，由
于它具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深
受读者的喜爱。

连环漫画一般由4幅以上的画幅组
成。从开端、发展、转折，直到最后形成意
外的结局，故事情节经历了一个斜线上
升、垂直降落的过程。

我们来看看缪印堂先生的连环漫画
《如出一辙》——

一个男人正在十分专注地观看电视
上的足球比赛，他对足球以外甚至包括
老婆在内的一切事物“无暇”顾及。老婆
叫他，他不答理。于是老婆掩面而泣，说：

“回娘家去！”到娘家后，只见父亲也正在
十分专注地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她问：

“爸爸，妈呢？”其父亲不屑一顾地说：“回
你姥姥家了！”

在这组连环漫画中，有两种巧合：一
是翁婿二人都迷恋足球，“如出一辙”；二
是母女二人都因老公不理自己而回娘
家，“如出一辙”。最后一幅中的一句话

“回你姥姥家了”，恰似相声中抖出的一
个响“包袱”，真是妙不可言！

我曾经在《中国漫画》月刊上发表一
组题为《哀悼》的连环漫画。画中，一个人
在野外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便用
相机拍了下来，而后又将树的照片挂在
客厅的墙上。几天后，他去“看望”那棵
树，不料竟有人将树砍掉了。他悻悻然，
回到家中后，臂上戴着黑纱，在大树的

“遗照”前三鞠躬，表示哀悼。
丹麦著名漫画家皮德斯特鲁普，有一

组题为《花粉过敏》的连环漫画。他画的是
一位绅士顺便摘下路边的一朵鲜花，贴鼻
而闻，不料这一闻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
烦。由于受到花粉的刺激，引起过敏。他想
打喷嚏，但又似乎打不出来，实在难受。于
是，他挺胸运气，终于爆发。喷嚏一个接着

一个打，打得他涕泗滂沱，打脱了礼帽，打
掉了眼镜，挣断了腰带，裤子也掉了下来
……一时间，绅士风度荡然无存，取而代
之的是一副十分难堪的狼狈相。此作，用
十一个慢镜头展现了绅士从观花、摘花、
闻花到花粉过敏一系列的人物神态与动
作，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我曾经画过一组题为《赏美记》的连
环漫画。某君在一幅少女画像面前，对画中
少女的脸庞与秀发发出赞叹：“曲线美！”继
而他来到一个湖边，见湖面上水波荡漾的
波纹，又赞叹道：“曲线真美！”接着他又看
到随风飘曳的柳丝，再一次发出一声赞叹：

“曲线无不美！”最后，他来到一座山边，远
远地看到一条曲线。正当“曲线”二字刚刚
出唇时，他发现那是一条正向他袭来的蜿
蜒前行的蛇，他被惊吓得仓皇而逃。

我想，一般来说，曲线展现的是一种
柔和美与动态美，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
但是否如这组漫画中某君说的那样“曲线
无不美”呢？看来似乎未必。比如蛇形与蛇
行展现的曲线，给人的感受不是欢愉，而是
惊恐。这种曲线（推而广之包括蛇身上的五
颜六色等），还能称之为美吗？我记得这正
是当年美学界引发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
我的这组连环漫画，应该说是以漫画形式
对此作了表述。出乎意料的是，此作竟然于
1985年获得《辽宁青年》征稿一等奖。

漫画创作中的渐变与突变

在漫画创作中，有一种表现手法是
描绘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变”字上做文
章。这种变，包括渐变与突变。

著名漫画家苗地，有一幅漫画《园丁
之歌》。画中，几位优秀教师与他们的学生
们一起合影。站在后面的学生，他们的脸
蛋竟然由近而远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个桃
李。这自然令我们联想到教师像园丁一

样，通过辛勤的培育，赢得“桃李满天下”。
我曾画过一幅歌颂科研人员的漫画

《苦乐春秋》。画中，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
面对着一大堆疑问号，他将头埋在这一大
堆的疑问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疑
问号渐渐变成惊叹号，此时他已是“人到
中年”。最后，所有疑问号都变成了惊叹
号，已变得满头银发的他感到十分欣慰。
这里的疑问号象征科研课题，惊叹号象征
科研成果。此作讴歌了科研人员锲而不舍
的毅力与为科研献身的伟大精神。

某单位荣获一面锦旗，上面赫然写着
“艰苦奋斗”四个大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四个字渐渐变淡，最后变得无影无
踪。我的这幅漫画《褪色》，描绘了一种自
然现象，但其中的寓意应是不言而喻。

一个人在吸烟，他吐出一个又一个
烟圈，而这些烟圈却渐渐演变为一个个
骷髅。漫画家李时民的这幅漫画《吸烟者
的幽灵》，无疑是对吸烟者的警示。

关于吸烟，我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
画中，少年甲对少年乙说：“我爸老是在
我跟前吸烟。”少年乙不无忧虑地说：“那
你岂不是被动吸烟了吗？”想不到的是，
少年甲却笑着说：“现在我已经学会主动
吸烟了！”这种变被动吸烟为主动吸烟，
并且洋洋得意，实在叫人大跌眼镜！

一个男人对老婆说：“医院通知说妈
已经病故了！”老婆说：“死了就死了呗！”
老公说:“今后做饭洗衣只能靠我们自己
动手了！”老婆顿时傻了眼，“哇”的一声
哭了：“妈呀，这可怎么办啊！”在我的这
幅漫画《迟到的哭声》中，这位老婆的突
变，犹如川剧的变脸，说变就变。

李滨声在漫画《栩栩如生》中，画的
是一个人在见到一幅画时，说那幅画中
的两条鱼画得“栩栩如生”。他看到一尊
雕像时，说雕像雕得“栩栩如生”。他看到
一个暖水瓶时，说暖水瓶设计得“栩栩如
生”（开始有点离谱了）。最后，他看着自
己正在吃的一个馒头，觉得有点欠火，没
有蒸熟，便说这馒头“栩栩如生”。此作讽
刺了滥用成语的行为。用词不当，有时赞
美之语就变为了嘲讽之词。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书坛画苑

讲故事的连环漫画 （外一篇）

李化球

笺纸历史悠久，风韵独
特，是文人雅士用于写诗酬
唱、书信来往的小幅花色纸
张，堪称“纸中美玉”，是宝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黎晓宏新作

《谈 笺 话 谱》（北 京 出 版 社
2024 年 4 月出版），汇集了近
3000 幅精美笺纸插图，详细
描述了中国笺纸的创始、形
成、发展；并以笺谱作为切入
点，深入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
的风雅生活里，解读传世书
画、名人信札隐藏的趣闻逸事
与历史细节。图文并茂式的精
心解构，填补了笺纸研究的诸
多空白。

全书分为“纸之小史”“笺
纸小史”“笺纸类型”“笺纸集
萃”四章，详细叙述了中国纸
和笺纸的发展历史和种类，
具 有 极 高 的 观 赏 和 收 藏 价
值。品咂赏鉴之后，我认为这
既是一部有关笺纸学术层面
的探究录，又是一部讲述文
明开化的文艺纵论。这些或
古朴、或庄重，或清新、或隽
永的笺纸，集中反映了造纸、
印刷、书画、雕刻等中国传统
工艺和美术的成就。而且，它
们也以绚丽多姿的艺术表现，
诠释了国人清逸简约的审美
情趣。

本书介绍的笺纸，风格卓
异，品类繁多。全书以年代为
脉络，将不同时期的各式笺纸
分列成章。一方面，从产地、
型制、创新等维度，一一梳理
它们从诞生到发展演进的不
凡历程。另一方面，则从纸张
制造、印刷工艺、艺术鉴藏、
社会风俗等视域出发，全面论
述了中国笺纸各美其美和美
美与共的精神特质。

在“纸之小史”一章中，全
书用提纲挈领的运笔，勾勒了
中国人历经艰辛，终于发明出

纸张的创新历程，为读者进一
步认识笺纸，提供了很好的知
识辅垫。“笺纸小史”部分，则
以丰赡的史料和以点带面的
概述，讲述了文化史上关于笺
谱以及制笺的趣闻逸事，分析
了笺纸样式、工艺演进逻辑及
地域传播中的同与不同。“笺
纸类型”这一章里，主要针对
染色笺为代表的众多笺纸品
类，从设计、制图、色彩、造型
等层面，予以追根溯源。作者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再综合
细分，单单栏格笺就列出 24
种。中国笺纸历史之久长、艺
术表现之绚烂，由此可见一
斑。而在“笺纸集萃”部分里，
作者基于自己海量的考察，
尝试为众多笺纸分类命名。
至于趣味笺中援引的成兴斋
制文房清供小条笺，长仅 136
毫米，宽仅 70 毫米，玲珑小巧
的型制，却尽展文人雅士们的
生活清趣。

一枚小小的笺纸，可谓集
诗、书、画、印于一体。《谈笺
话谱》除了认真梳理意趣盎然
的笺纸生成史外，还用不菲的
篇幅，展示了众多艺术名家在
笺纸设计、制作、传承上的艺
术匠心。譬如苏轼的《致运句
太傅尺牍》《久留帖》，范成大
的《致养正监庙奉议尺牍》，
齐白石的《成都诗婢家诗笺
谱》等，无不以独特的诗画语
言，呈现出他们卓然丰富的心
灵追求。

那些花卉笺，俨然一个花
鸟工笔画的大联展。那些博物
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古代
礼器 、乐器 、兵器 、食器 、文
具、用具的手绘图谱展。那些
摹古文字笺，更是把我们带进
了一个古代碑帖拓片的金石
书法展中，给人以目不暇接、
美不胜收之感。

艺海探索

生花笺纸展风流
——读黎晓宏新书《谈笺话谱》

钟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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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