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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

本报记者 陈培华
市委报道组 张潘丽

蚕茧能用来做什么。抽丝？织
布？裁衣？陈建清的答案是：画画。
在陈建清手中，一个蚕茧就是一块画
布，让人在方寸之间领略茧画之美。

陈建清是桐乡凤鸣高中的一
位美术老师，经过十多年的摸索，
用天然蚕茧作原料，以烘、染、固
化、绘、艺术组合等处理，创作出一
幅幅有趣的江南茧画。

在陈建清的茧画世界里，题材
涵盖丰子恺漫画、江南水乡、花卉植
物、戏曲脸谱、传统祥瑞图案等，江南
特有的风情在一枚枚蚕茧上再现。

蚕食沙沙声，伴儿入梦来
对蚕茧，陈建清有一种与生俱

来的亲切感。“小时候，我就常常跟
着爷爷奶奶去地里采桑叶，回来帮
忙喂蚕宝宝。”陈建清说，每次蚕茧
丰收时，他心里充满喜悦。

在陈建清眼里，蚕茧不加修
饰，每一颗都是艺术品。“每一个蚕
茧都有自己独特的纹理，特别美。”
学美术的陈建清，对美很敏感。

蚕桑，似乎与陈建清有不解之
缘。陈建清老家在桐乡崇福镇一
个叫湾里村的地方，那里家家户户
都养蚕。每到养蚕时节，桑叶的清
香和蚕食的沙沙声，时常伴着儿时
的他进入甜美梦乡。

据《桐乡县志》记载，南宋时，
蚕桑业的重心从浙东转移到浙西
的嘉湖地区，桐乡成为浙江的主要
蚕丝产地之一。享有“天下第一
绸”美誉的濮绸织造工艺也出自那
时，濮绸为历代皇室官宦普遍采
用，繁荣绵延 700 余年。《补农书》
上记载：“咸丰年间，桐乡田地相
匹，蚕桑利厚。”

后来，陈建清长大了，去省城读
了大学，学的是工艺美术。水乡和蚕

桑，依然时常出现在他的画笔之下。
10多年前，他听闻乌镇要搞旅

游开发。“我们能拿出什么旅游工
艺品能代表桐乡，代表江南民俗文
化？”身为桐乡工艺美术学会副秘
书长，陈建清有点犯愁。

那几天，陈建清在脑海里盘过
一圈之后，他还是想到了蚕茧：“如
果能在茧上作画，并能保存许久，
那就好了。”

蚕茧变画布，磨研数十年
说干就干。茧画最难的不是

画，而是如何将茧变成画布。
“蚕蛹是活体，气温高的话，一

周就会破茧成蝶。”陈建清说，要想
茧画保存久远，关键是通过处理让
蚕蛹干化，且不能渗水、漏油。

于是，这个斯文的美术老师变
身化学达人。陈建清前前后后花

了数万元钱购置各种实验设备，专
门研究蚕蛹的干化。他跑到上海、
杭州等地，请教干处理专家，取经后
再躲进自己的小屋，继续做实验。

对此，不仅陈建清的同事无法
理解，他的家人也曾反对。“不好好
画画，整天对着一个蚕茧发呆，这
钱不是打水漂了么？”陈建清的妻
子一开始也不支持他。

“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件吃力

不讨好的事呢？”陈建清更愿意把它
归结为“理想”两字。他说自己学工
艺美术出身，虽然安居小城一隅，但
总想着能用自己的画笔和头脑为当
地的工艺美术留下点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建清经
过无数次试验，终于找到了蚕蛹干
化的最佳温度。“这样一来，蚕蛹就
变成了木乃伊，保存十年肯定没问
题。”陈建清在一蚕匾茧子前说，这
些蚕茧干化已经 9 年了，几乎没一
个蚕子渗水、发黄。

值得一提的是，陈建清的蚕蛹
干化技术还申请了专利。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蚕茧不像宣纸，不能以水墨入

画。如何给蚕茧均匀上色？陈建清
在工作之余，多次跑到上海一家化工
厂，向技术人员请教。“我身边还有许
多朋友在印染行业，我也常向他们取
经。”陈建清最后选择一些特殊的染
料着色、绘画，蚕茧表面色泽均匀。

蚕茧加工方法在变，唯一没变
的是对每一颗蚕茧的精挑细选。“一
定要挑选个头差不多的蚕茧，这样
做出来的工艺品才大小一致，更加

美观。”陈建清说，每 100 公斤蚕茧
中，最多只有20公斤符合其要求。

茧画寥数笔，画简意深长
一个雪白的蚕茧，敷上一张印

稿，一支细细的针管笔，点入墨水，
构出墨线，再手绘着色。

短短五分钟，一幅丰子恺的漫
画便在蚕茧上栩栩如生。

一气呵成。“茧画就是要简画，才
能生动。”陈建清说，如何在方寸之间表
现出文化的张力，且能代表江南文化。

丰子恺漫画、江南水乡、花卉
植物、传统祥瑞图案，这些素材都被
一一画上蚕茧。陈建清说，蚕茧是
劳动的结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画面也应该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如今，陈建清的茧画以简见
长。他最看好的是丰子恺的漫画
作品和传统祥瑞图案，这些寓意美
好生活的图案。“有几次去参加展
会，几乎被一抢而空。”陈建清说，
这让他看到了茧画的市场空间。

“工艺美术，就是要让束之高阁
的艺术走出阁楼，飞入百姓生活。”
陈建清说，老百姓喜不喜欢是最能
检验工艺美术成功与否的标志。

陈建清也在为试水市场做准
备。“时机成熟，我准备找合作伙伴一
起开发市场。”陈建清也有一般艺术
人的“清高”：合作伙伴也要有文化气
息，不是只要有钱，我就同他合作。

眼下，陈建清的茧画已做成许
多产品。有镜框式样的，有挂件式
样的，还有嵌入水晶式样的。“我空
下来准备画一些组合式的茧画，如
梅兰竹松、喜怒哀乐、杨家将等，更
有视觉冲击力。”陈建清说。

更值得期待的是，陈建清正在
探索的“茧屏”技术，就是通过一颗
颗蚕茧，拼成一幅大型的完整画
面，利用 LED 灯将其点亮，这样的

“茧屏”不仅可以观赏，还能作为大
型晚会的舞台背景。

蚕茧上的江南风情

核心提示：一个雪白的蚕
茧，敷上一张印稿，一支细细
的针管笔，点入墨水，构出墨
线，再手绘着色。短短五分
钟，一幅画便在蚕茧上栩栩
如生。丰子恺漫画、江南水
乡 、花 卉 植 物 、传 统 祥 瑞 图
案，这些素材都被桐乡的陈
建清画上蚕茧，在充满浓郁
乡土气息的方寸之间，表现
出文化的张力。

茧画被做成了许多产品，有镜框式、挂件式、嵌入水晶式等等。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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