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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桥文化记忆：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王保青 吴卓珈 吴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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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闽浙木拱廊桥营造技艺”于2008年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年后，“中国木
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拱廊桥
是我国廊桥史上的珍品，做好营造技艺创新艺术
人才工作对于传承和保护这一文化地标性桥梁
建筑至关重要。

长虹卧波心归处，无限向往是廊桥。木拱廊
桥起源于南宋，由汴水虹桥演变而来，改绑扎结
构为榫卯结构，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的
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
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编梁等核心技术，以榫
卯连接构筑成非常稳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
造桥时用小杆件编织形式，用榫卯结构，不用寸
钉片铁，就能超越木材本身长度限制，实现大跨
度拱形结构，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
高的一种建筑样式。木拱廊桥以独特的编木结
构，科学地解决受力问题，历经千年保存至今。
其设计艺术上既考虑功能之完备，又兼顾外观造
型艺术之美感，在桥面还架设富有地方艺术特色
的廊屋，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技艺。

2017年，浙江省景宁、泰顺、庆元和福建省
政和、屏南、寿宁、周宁7个县共同设立廊桥申遗
联盟，加大推进廊桥保护和申遗工作。随着各地
政府部门对廊桥保护的日益重视，保护主体趋于
多元化，构成了一张相对完整的保护网。2023
年5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联合印发了《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这既说明廊桥艺术之重要，也反映出
保护廊桥工作之迫切。

一边是中国廊桥的价值不断被发掘，一边却
是廊桥生存不易。木拱廊桥易受洪涝、雨水侵
蚀，2010年6月，特大暴雨引发的山洪将福建省
南平市延平区的八字桥、月圆桥、落托桥等三座
廊桥冲毁。2016年9月，浙江省泰顺县的薛宅
桥、筱村文重桥和文兴桥三座国宝级廊桥被突发

洪水冲毁；福州闽侯县的三溪桥、龙津桥也被超
强台风“莫兰蒂”及其引发的山洪毁掉。2022
年，福建省屏南县万安桥被大火吞噬。

此外，廊桥传承人严重不足。近20年来，城
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热心于传统工艺的匠人
明显减少，木拱廊桥核心技艺面临失传风险。一
方面，现有传承人年龄偏大，大都集中在60岁以
上且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多为小学、初中文

化。如代表性传承人董直机2018年去世，享年
94岁。其余传承人如吴复勇现年68岁，郑昌贵
66岁，胡淼57岁，曾家快50岁。浙南地区掌握
木拱廊桥营造技艺核心技术的“主墨”木匠不到
10人。加之木拱廊桥的技术含量较高，两方面
原因进一步造成了木拱廊桥核心技艺濒临失传
的风险，亟须通过高质量的人才队伍培训解决木
拱廊桥营造技艺的失传问题。

承载千年荣耀的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该如何
传承与发展？如何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廊桥
营造技艺人才？如何提升廊桥保护与传承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培养适应
时代需求的人才。通过对木拱廊桥营造技艺传承
与创新设计的教学，一方面，使得学员对木拱廊桥
有系统认识，发掘出既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又
符合现代时尚的体现木拱廊桥之美的创新设计方

法；另一方面，分析其蕴含的设计内涵，综合利用
防腐技术、AI设计技术、全方位风险防控技术，将
之运用到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创新中，既传
承历史文脉，又能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

推动廊桥保护与营造技艺的创新传承。支
持职业技术学院等有研究基础和人才基础的院
校，实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院校线上教学资源库及信息化资源，使
学习者系统学习并掌握古建廊桥保护与营造技
艺，助推其文化传承；利用协同创新平台开展名
师带徒、技能大赛、培训讲座等形式，构建起多层
次的人才队伍。要促使木拱廊桥设计人才在实
践中传承前人创造技艺，迸发创新创造活力。要
培育守正创新的本土能工巧匠，创作出体现中华
文化精神、拥有完整自主产权、符合现代审美的
木拱廊桥作品。

利用数字技术创建廊桥“数字空间”，采用数
字建模，让文物遗产实现数字化传承。开发更多
廊桥营造技艺文创产品，如廊桥积木、元宇宙木
拱廊桥产品等，让独特的技艺“跳”出图纸。举办
廊桥文化旅游节、实施“廊桥司法保护”“廊桥学
术研究”“廊桥文化传播”等系列活动，让特色文
化发展更有戏。

借助“一带一路”和发展文化产业的东风，走
好“廊桥出海”之路，让中国廊桥从跨越山涧到跨
越国界，用平民化视角的廊桥故事，告诉世界不
一样的中国；多打造以廊桥为背景的传媒作品，
让中国的廊桥文化传播更广。

（作者王保青系浙江万里学院副教授，吴卓
珈、吴俊星系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一

当下，造型艺术的评论问题已远超人们想
象，而其中书画评论的问题更为严重。其表象是
繁花杂乱，显示出美术批评的乏力；条分缕析却
能看到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而其根子却
是在当代书画本体自身，是文艺领域中问题最为
严重的区域。文艺界中有的艺术领域问题严重，
但影响不广，只是在专业的小范围内；而书画界
的问题却影响广泛、流布社会。显然，若评论的对
象出了问题，那就很难要求评论有超于本体的优
秀表现。

由于书画界“江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使
得在这个“江湖”中的书画艺术的发展也出现了
某种畸形状态，而这种江湖化的社会表现又越来
越多样化，甚至让人们看到了“前所未有”和“史
无前例”。在这种状态中，主流话语如果没有一个
基本判断，没有应对的基本态度和可操作的方
略，就会导致社会认同的混乱：人们搞不清楚哪
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片面的。而关
联到书画艺术自身的发展，则更缺少基本的价值
判断，出现了没有是非的“随遇而安”。很多人在
事不关己的态度中“仰看云卷云舒”，偶尔有一些
批评又淹没在海量的自媒体信息中。

2023年，中国书画界的问题表现在社会风
潮对中国书画某种程度的侵蚀，书画界自身也缺
乏专业伦理及专业的取舍和判断，很多人热衷于
为那些社会化的展览和各种流水式的活动站台。
虽然面向公众的展览形式引入中国已经有了百
年时间，从陈师曾笔下《读画图》中描绘的展览盛
景到如今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遍地开花，走向公共
性的美术作品展示，某种程度上却退化为一个社
交平台，成为很多书画家主攻的对象，你方唱罢
我登场。主流的状态是这样，又如何去要求“非主
流”的健康发展？

我们将过去“有序”的一些东西变成了今天

的“无序”。本来社会形成主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
有一个有序的发展，能够统领，能够引导，能够带
队，可是现在，虽然主流统领、引导、带队的权威
还在，但较之过去则大为衰减，客观的原因就是
这种统领、引导、带队形成了以公权力为中心的
新的江湖——这就是当代书画“新江湖”的特点。

“书画江湖化”已经被诟病了多年，可是此风
却并没有弱化。人们常说的“江湖”泛指古时不受
当权控制指挥和法律约束而适性所为的社会环
境和活动方式，也指掌握一定技能和骗术而行走
天下的群体。过去所说的“江湖”往往是发生在社
会基层，是“世俗”中“俗”的那部分内容。然而，如
今在书画越来越江湖化的现象中，主流书画界的
江湖化表现得越来越严重，过去让人们不齿的一
些行为现在变成了堂而皇之；过去让人们敬重的

“坐冷板凳”的苦学，现在变成了招摇过市的“显
眼包”；过去废画三千的精益求精，现在变成了随
意点染、幅幅皆“精品”的肆意炒作；过去卖画中
私下运作的不敢声张，现在变成了明面上以高价
论地位的价值观扭曲；过去文人风范的温良恭俭
让，现在变成了自吹大师的恬不知羞；过去直至
暮年还在想着“衰年变法”，现在变成“一招鲜吃
遍天”的以不变应万变；过去遇到批评时的面红
耳赤，现在变成了被口水淹没了还是面不改色。

二

当下的文艺批评已形成了两大阵营。主流阵
营中的院校、研究机构或者是专业单位中的一些
理论家或批评家们，热衷于或者忙碌于课题、项
目、研讨会、论坛等，他们以长篇大论去做很多专
题研究，从通史、专史到个案，尽管有不少方面的
成就，当然也不乏一些无甚价值的“杰作”。他们
对社会的客观现实，或者是不屑一顾，或者是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是浮光掠影，主流的批评
实际上呈现出一种缺席的状态。他们好像在整个
社会的舆论之外，又好像被一堵无形的隔离墙所

阻挡。由于没有一种表明主流的立场和态度、积
极面对现实中问题的专业精神和作为，也就失去
了在一个“基本盘”中的“份额”。同时，还引发了
社会上各种舆论的一哄而起、自由泛滥、泥沙俱
下。如此，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主流评论是自动
缴械了吗？或许主流的批评并没有完全缺席，只
是声音孱弱，缺少一定的社会影响，更奢谈具有
站在时代前沿的广泛影响。

但是，如果把专业的评论变成了一般脱口而
出的街谈巷议，这对专业的损伤也是巨大的。作
为专业的评论，必须恪守和秉持基本的价值观和
基本的文化立场，必须要有基本的知识基础和认
知能力，必须要有严谨的态度和专业尊崇。可是，
今天的专业批评面对这些非专业的评论，在不屑
一顾之余就是无可奈何。因为，今天人人都有话
语权，人人都是评论家，这就有了所谓的“口无遮
拦”。而被评论的对象不管是说好说坏——尤其
是说不好的方面，也是面不改色，这是社会价值
观所造就的一种对待评论的特别态度：即使说得
再过分，好像也是毫发无损。更何况今天舆论的
覆盖力如此巨大，很多事情几天之后，基本上就
被新的舆论热点所覆盖了。

与文学艺术的其他领域不同的是，关于中国
书画的评论出现了把历史上有定评的一些大师
拎出来考问、质疑的现象，有着“打倒一切”的倾
向。为什么书画界的状态是这样？为什么社会对
于书画的关注要超过其他领域，这些都值得关注
和深思。

自媒体中对于书画的评论，有相当一部分是
因为缺少专业研究和专业认知，以某一点看法来
攻击全部，使得中国书画界中很多能够代表时代
的著名大师被无端“攻击”，而很多人却乐在其
中、乐此不疲，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对大师的片面
评论和八卦，而忽略了他们对于整个中国书画发
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毫无疑问，中国书画是一
个极其复杂的学问，有着非常错综的传承与发展
的关系，不是说所有刚学写字的练习作业就是书

法，也不是说能写字的就是书法家，更不能说某
某若干年之后就能成为当代的“卫夫人”，还不能
轻易地就说超越古人。文化的发展包含着很多具
体的内容，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艺
术更需要今人去善待它、呵护它，去做好传承的
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它。

不知尊重，就是自毁长城。不尊重我们的优
秀文化、不尊重中国书画的独特性、不尊重中国
书画独特品格的人文性，使得书画展览在一种热
闹之中亮相，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带来的却是与
展览活动完全没有关联的江湖特性。这里看不到
展览中的学术交流，也看不到与作品的对话，显
现的却是世风日下，更重要的是从价值观上伤害
了中国书画本体。

三

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并深度介入到书画
评论之中，这是当代文艺评论现象中的另一方
面。这打破了数字化时代之前的“平静”，使得各
种街谈巷议以非常“正经”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
野之中，形成了由个人批评集合而成的社会批
评。他们或许有自傲的专业出身，或许有很高的
专业兴趣、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但往往不具有相
关知识的系统性，更缺少批评的严谨态度，却都
具有能言善辩的才华。他们通常是举一反三，经
常以点成面，往往以偏概全、攻其一点而不及其
余。这种主流之外的声音以奇特、尖刻、刁钻、锐
利和发前人所未发为特点，在当下特别能够吸
引公众的注意。

自媒体批评的介入，的确活跃了批评的氛
围，特别是他们不需要碍于情面，也不需要周全
并照顾到方方面面，还没有专业方面的禁忌，因
此，发主流人群之不敢发，成为这个时代中特别
的文化消费现象。以近期对齐白石的批评为例，
评者往往忽视了社会历史的背景和当时画坛的
复杂性，忽略了齐白石人生和艺术发展的阶段
性，简化了齐白石艺术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诸
多细节，以一点而否定全面；以认知不全而妄加
定论；以道听途说而作正史之辩；以闲言碎语而
转移专业关注；以对笔墨的某一方面认识而遮蔽
传承与发展中的另一方面。

一些自媒体中关于书画的批评吸引了社会
的关注，其中有些社会热点问题通过某些自媒
体而暴露出来，并形成了“集群”的态势。需要看
到的是，自媒体中很多关于书画的评论占据了
社会舆论的主要场域，所带来的关于书画的点
评，往往是一吐为快，并暗合了主流中一些专业
人士的看法，因此，暗中喝彩所激发的暗流涌动
通过不断转发，就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舆论潮。所
谓的“群起而攻之”，也形成了当下文艺批评中
的另一现象。

在缺失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影响下，人们可
以看到，从主流到非主流，实际上已经共同簇拥
起一种社会的江湖名利场，这就是用专业、用自
己某一方面的特长，去损害或者颠覆中国书画
艺术的传统，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严峻问
题。这对于中国书画艺术、对于中国造型艺术来
说，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在“人人都是书画家”
的大背景下，反观上海美专毕业的著名电影艺
术家赵丹，他在生前都没有举办过展览。无疑，
影星、企业家进入书画界对于书画的发展在大
众层面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有些“新人”
缺少基本的书法基础，也没有一个基本的关于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认知，却大言不惭、无知无
畏，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成为社会的笑话。
我们有很多专业人士却为他们站台，为他们撑
腰打气，而且很多评论让读者哑然无语，缺少一
定的社会责任担当。

批评门槛的降低，缺乏应有的约束，许多评

论往往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知其然而说不出
所以然。中国书画艺术有其独特性，书画作品在
认知上客观存在着模糊性，某些评论者往往就会
在其中寻求一个模糊的方面。面对像潘天寿那样
雄强霸悍的艺术风格，有人说他笔墨的气韵不
足；而对画面中的大石头，有人说画中总是那块
大石头。殊不知白石老人早就说过，“余于芋苗下
画虾蟹不下万幅”，论者也忘了（或者不知）八大
山人总是画那翻白眼的鸟，这正好像莫奈不断重
复画“睡莲”一样，画家追求的是在同一题材中的
微妙变化，并考验其在重复中的变化能力，而“雷
同皆为世人所好”。可是，这种三言两语的评论往
往会造成一种表面的事实论定，也会形成一部分
人的认同，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有限的
美术史知识和一般认知中，很难把握这种评论的
合理性和准确性。尤其是对“笔墨”“气韵”这种经
典性的词汇，更难以把握，往往只能用“有点道
理”来应和这种评论。

四

因此，要认清当下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只有
基于此，才能找到解决艺术评论与社会的关系问
题，才能发挥评论在文艺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今天，很多文化资源成为消费的对象，甚至
和娱乐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书画也
成为消费对象。人们闲来无事，或者因为某种兴
趣，以娱乐的方式来消遣名人或消遣主流。特别
是一些自媒体在发表各种声音时并不需要长篇
大论，也不需要苦思冥想和反复推敲，只需三言
两语或用一两分钟，“仅此”发表“一点意见”。这
些意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有的道理与其
相关的道理之间脱节，往往只能成为某一个点上
的道理，而这个点又通常会形成与社会的同频共
振现象。其中有一些点可能是社会的热点，也可
能是一个时期之内的社会焦点。

毫无疑问，以那种三言两语的短评方式所表
达的一己之见，并不足以道出当代书画问题的根
本或主要，可如今，这却成为值得注意的一种潮
流和倾向。可以说，现在的短评是社会所需，因为
人们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看那些长篇大论，也没有
时间去品评和琢磨其中的学理和方法、理会其中
的严谨结构和逻辑关系。由此反观主流艺术评论
中的长篇大论，似乎更应该释放出其中的火花，
以简短的方式占据公共资源平台，让更多人了解

“另一方面”的看法，使自媒体中某些人的看法和
专业人士的看法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建构一种联
系。只有在这种联系或者互补之中，人们才能看
到对于一些艺术问题的完整性认知，而这样一种
完整性对于人们认识当代艺术问题是非常重要
的。尤其是在书画方面，书画的江湖化问题更需
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还原大众应有的认知，在
艺术和学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显然，这不是靠一些自媒体上非专业人士的
自说自话，就能解决当下复杂的文艺现象和书画
江湖问题的。面对一些有失偏颇的议论和标题党
吸引人眼球的招数，公众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闻
所未闻的新鲜感，却很难从这些言语中对问题做
出一些基本的判断，而有相当多的自媒体批评话
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激以及专业基础的不足，也
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面对这样一种状态，
专业评论如果依然置之度外、不闻不问，那可能
就会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自说自话的时代潮流。
如此蔓延下去，将来后人在回顾历史时可能就更
难判断，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未来艺术与评论的状态会是如何？这是当下
难以预料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前述种种问题对
书画本体、对整个造型艺术可能带来的伤害，都
是我们今天需要警惕的。

（作者系中国评协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

■传 承

造型
艺术评论

的尴尬
□陈履生

泰顺三条桥（修复）。2021年，胡淼修复第六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泰顺三条桥。该桥位于温州市泰顺县洲岭乡和
垟溪乡交界溪上，建于宋绍兴七年（1137年）九月十三日，重
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为叠梁式木拱廊桥。长
26.63米，宽4米，离水面高10米，建桥屋11间，明间五架柱
梁，柱头有蝶形莲花瓣头拱座。 （吴俊星 摄）

中国台湾“浙江泰顺廊桥”。2019年，曾家快赴宝岛台湾南投县集集镇建成这座廊
桥，目前为台湾地区唯一的木拱廊桥。该桥长43.5米，木拱跨度28米，桥宽5.5米，采用三
重檐结构，两端桥头设亭，离水面高度20米。 （吴俊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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