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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0年前偶见一批民间剪纸作品，它既不似南方剪纸的周致工巧，又有

别于北方剪纸的粗犷磅礴；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在剪纸艺林中独树一帜。后知

道这是九江地区瑞昌县产，引发了浓厚的兴趣，瑞昌剪纸众多的作者，水平相

当，具有一定的造诣；其中更可贵的是有像柯雪英、王木莲、邹余国等等一批

艺术家。是谁在鼓动这创作的大潮？是谁在引领民间艺术走上时代的大道？不

久有幸结识了瑞昌文化馆馆长冯隆梅先生及该馆吴志纯先生等。

冯隆梅先生科班出身，早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即回故乡

做群众美术工作。他具相当的组织能力，是个美术界的将才，他慧眼识人，深

入到各个村落，发现人才，鼎力组织，引导和培养，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是人

才便大力帮助、教育、培养，务必使之成才；必要时集中办学习班，使得大批

民间艺术家、艺人、艺徒都有相互交流、互为师友的提高机遇，更请了不少专

业美术工作者、教师到学习班讲课；就这样培养人才、收集作品、引导创作，

故瑞昌剪纸艺术在我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亦有名声。

冯隆梅先生还依凭文化馆的条件，长期培养青少年艺徒，九江地区，特别

是小小瑞昌县每年为全国艺术高校输送了不少新生，今天活跃在江西艺坛上的

中青年骨干不少都出自其门下。特别可以一书的是冯隆梅先生的家是一个艺术

之家，美术专业是冯家的“世识”，他的三个儿子都是美术系的毕业生，长子

冯艺教授、长媳秦春晓教授、次子冯立教授，均为江西艺坛上的新星，三子冯

亚兵亦在九江学院任教并开堂授徒，可谓冯氏门中无弱兵！忆及1984年冯艺考

取江西师大美术系时，他欣喜之余写的一首七绝：“录取通知喜上门，全家老

少乐盈盈。吾儿首榜开先例，兄弟自然步后尘。”看来，他不仅对孩子们都有

信心，还能预测。

冯隆梅先生平时十分和蔼，平易近人，但若临大事则一改平时的模样，

坚定果敢、不模棱两可，坚持原则、决不后退。这性格造就了他的事业，亦

形成了他的艺术特色。他能书、能画、能诗，修养相当全面，完全符合我中华

艺术传统的需要。他在艺术上坚持写实主义，求诚、求真。他主攻山水，兼攻

花鸟，涉猎甚广。他的山水画不同于画坛上的流行风，又有别于传统的“骨

法”，他重塑造、重体块，更重灵性与趣味⋯⋯《笔法记》里荆浩有一段话：

幽谷野梅远  清香散寰间
——为冯隆梅先生画集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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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可也，

图真不可及也。”“似者得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

他的画重沟壑，重水口，重云彩，重空白，这里有他的诗可以注释，题山水：“挥毫落墨

景由心，掇取奇峰巧布云。皴点横斜兼取白，于无相处现真形。”“山高峰自怪，雾恶隐峥嵘。

林下多幽径，泉流必有声。”“古树苍峰万仞回，云烟深处鸟频啼，若能赊取三分地，我亦移庐

就小溪。”“山秃秃雾浓浓，景在虚无缥缈中。”“山影无时无即有，景到佳处有还无。”他的

花鸟以鹰为代表，亦有诗可释：“秉性击长空，栖息唯险峰，天生昵大地，矢志在苍穹。”“凌

云三万里，铁翅傲狂风。豪气君山岳，一啸镇长空。”王子云先师教我说：“画万物旨在画人

心。”深信冯隆梅先生也是这样看的⋯⋯

“画是看的，诗是读的，都不是靠别人讲解的，难道我没有眼睛看，没有心去体会么?”这是

真理，故我亦能笔，望有识之士对冯隆梅先生这株幽谷中的野梅以青眼相待则幸甚！在此，我亦

祝冯隆梅先生千回万转，老身常健，艺道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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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圣谋：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漆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江西画院艺术顾问、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
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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