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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欣欣向
荣———李坚作品展》（作品见上图）在莫干山
路 !"#的大库艺术画廊举办。李坚，是一位
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艺术家，用鲜美娇嫩
的月季花谱写出一段浪漫诗情。这位“捕手”
以前是捕捉上海滩的大新闻，现在是捕捉生
活行旅中美的见闻，然后一一化成艺术趣味。
他的作品刻录他的行走日志，在世界和中国

的各角落擦亮着真善美的李氏火花。
两件大块面的粉色月季作品，放在了展厅

的入口，颜色纯真靓丽，身段妩媚多姿，又好像
在轻轻地摇曳，还对来宾们微笑。画月季和李坚
在青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当时一个涉世未深
的大学生，有幸来到蒋恩钿夫人的家中，她曾经
是为天坛和人民大会堂种植月季的花匠，李坚
亲眼在太仓见到了一座月季花园的美。几十年
后，他走上了绘画的道路，月季夫人的故事和花
园的美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纪念我心目中的月季夫人，我在朋

友的建议下开始了关于月季花的油画创作。
我画各种各样的月季花，用中国画里的线条
技法精心地描绘她们的姿态，我的画作受到
许多外国友人的喜爱，他们纷纷感叹说，中国

月季真美！月季是一种美好的花，她不像牡丹
那样雍容华贵，她有一种迷人的纯美。月季也
是我爱人最喜欢的花。”李坚说道。

李坚曾是新民晚报记者、沪上资深媒体
人，报社曾派他去四川广汉采访三星堆文物
出土的重大新闻。考古单位禁止拍照，李坚掏
出速写本，现场勾勒，发回新闻报道。此后，李
坚的采访速写传神传为佳话。每次开展，都能
够发现李坚带来新的速写和素描。“米脂的婆
姨绥德的汉”，一直是家喻户晓，冲着这句名
言，李坚的脚步抵达了陕北，带回了两张最满
意的人物素描展出。
岁月或许会让一个人老去，但永远无法磨

灭李坚对艺术的热情。一花一草以及一张笑
脸，都闪烁着动人的光彩。有评论家说，李坚的

艺术世界是自然真挚而又广阔无边的，是丰富
多变的，也是灿烂美丽的。他用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审视这个充满了美和奥妙的世界，完成了一
幅幅构图充满设计感、线条优美流畅、色彩或
浓郁或淡雅的艺术作品，他的画笔描绘生命，
用艺术来填充生活。

“““欣欣欣欣欣欣向向向荣荣荣”””的的的人人人生生生
李坚作品展举办

让千疮百孔古书画
!!!书画修复工作室参观记

! ! ! !千疮百孔的古书画经过妙手的装裱修复，文物
在千百年后焕发了青春。巧手出天工，书画修复的
幕后功臣，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又是如何创造出
一次次的修复奇迹？

活跃于民间、上海书画修复圈的顶尖高手里，
"#岁出头的魏闻甫是其中之一。是不是真高手，市
场是用脚投票的。人浪荡在江湖，几个拍卖行大佬
的手机里，置顶着他的微信号，一些博物馆馆长与
他私交甚密，更是收藏家们的入幕之宾。
本周，魏闻甫向记者打开了他神秘的书画修复

工作室，$年前约去参观，这位文物医生谢绝了。若
干小事对他的触动很大，把书画修复的绝活传下
去，成了他的奋斗目的。

神秘车间的七种武器
他曾对其位于七宝古镇的工作室下了严格封锁

令，七宝古镇旁的居民区，除了自己和徒弟，谁都不
让进。理由是，工作室里有太多的客户隐私，要对客
户负责，很多秘密不足为外人道。

魏闻甫的工作室里，一纸千金，客厅里放着一
张朱红的桌，又长又阔，大约是两张乒乓球台合起。
客厅里有 %台摄像头 &%小时瞄准着工作台。这里客
户的修复委托，责任重如山，不能有丝毫怠慢。工作
室在一楼，阳台外缠着高压电网，别家晾晒衣服的衣
架这里也有，晾的都是魏闻甫自己制作的纸张，有些
纸张适合补唐代写经，有的纤维仿宋元，有的纸张是
为明清书画修复准备，画到了什么年代，修复就要配
上什么年代的纸来，补在虫洞上，不会有排异。
老师手里有教鞭，医生手持柳叶刀。魏闻甫手

里有一根褐色的牛角“小拔子”，这根轻巧的牛角

揭，不是用来穿鞋，也不是惩罚怠工的学徒，而是用
来揭下墙上的晾干的画作，取下画作代表大功告成。
把魏闻甫的修复工具一字排开，实实在在的七

种武器，价格算不上昂贵，都是修复师的“金不换”，
马蹄刀、引线、刮壳子、烫钉、鬃刷、川蜡和砑石。魏有
两块鹅黄色的砑石，踮得吃分量，面色光滑如玉，一
问才知跟了他足足 '#年。

要给年轻人传承机会
“近年来身边多了很多医生朋友，刚一想觉得

隔行如隔山，一聊，气味相投。他们救的是人，我抢
救的是书画，我们是同行啊。”魏闻甫常有这样的感
言。不同的是，医术在代代相传，但是文物修复这门
古老的手艺，陷入后继无人的危机中。
古画修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艺，对技法要求

很高，做法各不相同，清洗、揭、补、托、全是最核心的
几道大工序，细分的话还有二十多道小工序，每道工
序环环相扣。更要紧的是，书画修复的教授全凭现场
指导，人才的培养周期很长。
作为书画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魏闻

甫来自中国书画修复故乡江苏丹阳马陵村，他没有进
过博物馆工作，他的手艺传自上海博物馆著名修复师
窦翔云。比起在博物馆和学府挂职，魏闻甫坦言，能工
巧匠更乐意在江湖浪荡。业界的名声，已经求上门来
的收藏者源源不断，还有很多是捧着祖传的宝贝从海
外专程赶来，比起普通上班族，修复师的经济条件相
对优渥。近期新闻中对书画人才凋零的报道，让他不
太安定。

近期，上海高等艺术学府向他伸出了橄榄
枝，令他有所思考———要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传
授给年轻一辈。书画修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修
复人才的凋零，魏闻甫感到，有更多的责任，把
书画修复这门手艺光大。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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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 李坚在介绍他的作品 记者 胡晓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