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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之约

前不久，王迪的书画装裱技艺入选西
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他和他
的家人来说是莫大的荣幸。11月28日，
记者走进王迪的装裱工作室，看到他正在
埋头裁剪一幅拓片。

29岁的王迪话不多，工作起来一
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他独立装裱字画
只有 4年，但因技术好，每天顾客络绎
不绝。

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装裱是我
国特有的一种美化和保护书画及碑帖的
技术，在王迪看来，每一幅书画在装裱后
都是艺术品。

王迪的书画装裱技艺是从父亲那儿
学来的。“我是在父亲的装裱室里长大
的，从小耳濡目染。那时，大人工作，我
就找废弃的字画练习装裱。”他说，如今，
书画市场上有用机器装裱字画的，即通
过高温定型、化学胶膜粘压的方法装裱
字画，省时省力，快速方便。他不愿这样
做，仍用传统的装裱技艺，“祖宗传下来
的方法好，例如手工糨糊装裱方便作品揭
裱和修补”。

装裱字画不仅工序复杂，还耗费时
间。例如，装裱中的一个步骤是将字画湿
水，将有褶皱的部分铺平，在字画后面贴
一张托纸，将其贴在墙上，等其自然干
燥。“天气晴朗时一天就行，遇到下雨天，
要三四天才能将其揭下来。”

王迪说，到了寒冬腊月，满墙贴的都
是字画、拓片，他要生煤火让屋内保持恒
温，“太冷太干燥，作品会裂开，我每天都
要检查墙上的作品”。

镶料过后，还要把作品贴上墙等其自
然干燥。“这一步最耗费时间，遇到好天气
也要三四天才能揭下作品。”他说，“装裱
一幅作品最少需要5天，装裱如绣花，我
愿意倾尽一生做好它。”

现在，王迪已经成功装裱3000多幅
作品。看的字画多了，他也成了半个字画
专家，写的毛笔字已很有功底，他说这得
益于他从事的装裱字画工作。

为设计这几座房子，朱亦民拿出不少方案
供洛阳国花园选择。曹田说：“为了体现洛阳文
化，我们考虑过建仿古建筑，还想用装饰物凸显
牡丹元素，大家反复讨论，觉得这些做法太刻
意，就舍弃了。”

有人觉得，文化古城修建仿古建筑，增添
仿古元素，才是传承文脉。我国一位著名建
筑师反对这么做，他说：“当传统被简化为装
饰符号强加于现代建筑的外表时，也恰恰扼
杀了传统真正的意义。”

建筑如何表现本土文化？在朱亦民看
来，本土文化不是通过建筑的外形和装饰，
而是通过建筑的空间和意象体现出来的。

“中国传统建筑原是木框架结构，现在为
了保护生态环境，大家很少用木材建房子。”他
说，一些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仿古建筑，不仅
少了神韵，还显得粗糙、笨拙，大家只注重建筑
的外表，却丢失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灵气。

虽然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式会随着时代变
化而改变，例如唐朝建筑的斗拱体形大，尽显
豪气，到明清两朝，斗拱变得小而密，更显秀气，
但中国传统建筑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会
变，朱亦民认为：“这一思想恰恰与现代人回归
大自然的愿望相吻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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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洛阳国花园的玻璃房

360°赏牡丹
明 年牡丹花开

时，洛阳国花园将新增
一个好去处——过去
3 年，洛阳国花园依
次 建 成 5 座 风 格 迥
异的房子，它们与周
边的花草树木融为
一体，游人可以在此
品茶闲坐，尽赏洛阳
春色。

这5座房子是华南理
工大学建筑学院朱亦民教
授设计的。他是洛阳人，自
然对牡丹花情有独钟。洛
阳国花园负责人曹田说，新
建筑融入了很多牡丹元素，
但记者找遍墙面、屋顶、装
饰物……没见到一朵牡丹
花。最终，记者在一座两层
玻璃房里找到了答案。

走进玻璃房，迎面就是
窗外成片的牡丹。由于房
子是由透明的玻璃建成
的，人们可以360°欣赏园
子里的美景，哪里还需要
牡丹花装饰？明年4月，这
座房子将被牡丹花包围。

“让建筑造型与所处环
境自然融合”是朱亦民的
设计理念，他不喜欢因为
建房子而破坏环境，会让
建筑为植物“让路”。玻璃
房的外廊地面和屋檐有一
排洞，这是为雪松准备的
家，可以让它们不受房子影
响，自由生长。

紧挨着玻璃房的是一
个中式庭院，围墙把雪松围
在其中，地面铺满鹅卵石，
以自然景物造景，别有一番
趣味。

这些建筑有什么用？
曹田解释，不久后，它们将
被改建为免费的茶室、图书
馆，让游人边赏牡丹，边品
茶、看书。

走进玻璃房
360°赏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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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是通过建筑的空间
和意象体现出来的

设计理念来源于
豫西传统民居

建筑为植物“让路”

苏州也是历史文化
名城，参观过世界著名
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
苏州博物馆新馆后，朱
亦民赞叹不已：“博物馆
新馆的设计结合了传统
的苏州建筑风格，白色
是它的主色调，花岗岩
取代了传统灰瓦……现
代与传统相结合，显得
美观而协调。”

在洛阳国花园的5
座建筑中，朱亦民也融
入了豫西民居的文化元
素，其中一座长方形房
子准备改建成美术馆。
乍一看，它的建筑风格
很简单，灰色的墙体、简
单的窗户，亮点其实在
屋顶上。

“你看，屋顶上有一
排洞，晴天时，不需要
电灯照明，自然光能直
射屋内，自然环保，让
人感到心旷神怡。”曹
田说，这一设计理念来
源于豫西传统民居——
地坑院，也叫天井院，孟
津县卫坡村就有地坑
院，“冬天坐在里面，围
着火炉喝茶、赏画，很有
感觉”。

“现代建筑和传统
建筑并不矛盾，它们可
以 完 美 地 结 合 在 一
起。”朱亦民说，想让建
筑体现城市文化，不一
定要建仿古建筑，把传
统元素融入现代建筑，
也能造出实用、美观的
房子。

洛阳国花园中的玻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