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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一见如故

我出生在武进湖塘南村（现新
天地公园原址内），在我记忆里，老
屋场南头就是大片稻田。天蓝田
绿、四野开阔，河渠沟塘、网罗交织，
杂以树草野花、竹林芦苇、鸟鱼虫蝶，
日夜晨昏、阴晴雨雪，时时处处都像
南田画中的美。但真正与恽南田的

“相遇”，却是2013年在上海博物馆
——我站在他的一套山水册页前，尤
其在画作《柳溪钓隐图》《竹崖秋籁
图》中，柳丝、竹叶、流水、小舟，不经
意的几笔就营造出我熟悉的情景，空
气中仿佛充盈着儿时故乡的清润香
气，我仿佛被某种力量击中。艺术，
真的可以让人隔着时空“一见如故”，
偶遇也许是天意，常州水土早已将南
田艺术的基因种在我的血脉里。

正是这套山水册页，为我打开
了恽南田开创的常州画派没骨画艺
术的大门。没骨画，不仅是一种笔
墨技法，也是清润秀逸、淡雅柔和的
江南美学，更是一种“以让为进”的
生命哲学——不争线条之刚，却以
水色交融的含蓄表达骨气。这种艺
术精神，与常州文人“外柔内刚”的
地域性格不谋而合。我意识到，自
己想要表达的，都可借由这种本土
发源的笔墨技艺完成。

学习：一以贯之

带着没骨画为何能“没骨胜有

骨”的追问，我开启了对南田艺术的
学习。

先是全面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和
艺术，包括书画、诗文题跋；得出自
己的结论后，再与他人评价、研究的
成果进行参照、对比、验证；用顺藤
摸瓜的方法，牵出常州画派的源流
师承，再从传统绘画史的角度为画
派精确定位；从绘画笔墨本身到诗
文书法等画外功夫，以及支撑中国
画的儒、释、道传统哲学，也都要有
所涉猎。

书画同源，没骨画含蓄骨力和韵
味，都是由书法用笔达到的，行笔中饱
含笔笔圆润、有始有终的“起、行、收”，
炉火纯青、变化万端的“提、按、顿、
挫”，笔与笔之间首尾呼应与气脉相
通，这都需要久久为功的书法练习，并
在绘画中迁移运用。

恽南田放弃山水，转攻花卉，
“耻为天下第二手”的“让”实为
“进”，用宋、元、明经典重构花鸟画
的文人意境。我尝试重走南田的
临习之路，临摹《倚云仙杏图》《落
花游鱼图》时，以绢本在反复晕染
中亦步亦趋学习，从中对比、体会
出南田高人一筹的学习谋略，每
种题材，他都遴选历代绘画的经
典，再把经典转化成自己的样貌，
创新性地学习，让“墨、色、水、笔”
共 舞—— 把 不 同 经 典 都 幻 化 成

“我”，成为另一种经典。
我学习南田艺术的路径，从内

到外、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再到体，
进进出出、反反复复，常常对它“死
缠烂打”“软磨硬泡”，真是“为伊消
得人憔悴”。

创作：一画开天

因为教设计专业的关系，我会
接触一些文化设计项目，一方面设
计前期深度挖掘文史资料及主人公
的诗文作品，可作绘画素材；一方面
艺术设计本身的创作方法可以用到
绘画创作。这些工作不仅帮助我完
成“三杰”系列、东坡系列的没骨画
创作，还让我得到东坡、南田、秋白
美学一脉相承的启示。传统笔墨不
仅可以表达古人，还可以表现当下，
我的经历、见闻和感想，都通过江南
记忆、自然风物等喜闻乐见的题材，
如外婆系列、年味系列、花果系列，
也都用南田没骨笔法画出。

读书、写字、绘画交替积累、提
高，绘画训练临摹、写生、创作螺旋
式上升，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积
累，绘画作品小有规模。2020 年
起，我分别在武进博物馆和朴夕艺
术馆举办“轻描淡画一画间”，东坡
公园举办“此心安处”、市图书馆举
办“美里散步”、湖南省文化馆举办

“周一鸣没骨画展”、常州美术馆举
办“南田散步没骨画师生艺术展”等
没骨画创作艺术作品展，期许通过
画作带领观众走进既有生活气息、
又有诗意哲思的艺术天地。

传承：一脉生香

2024 年，常州工程学院在学生
社区成立“南田艺术传习社”，开展
文化传承与美育浸润工作。学员包
括设计学院学生、留学生和老师，有
很多是绘画“零基础”。我教他们观
察物象的生长姿态、水色调配的方
法、依势行笔的规律和技巧。一位
学生完成《红莲图》后兴奋地说：“原
来不用勾线也能让荷花立起来！”掌
握正确的方法，传统没骨技艺学习
起来并不像想象得难，等将来技巧
熟练后画出自己的想法，就是独一
无二的创作。

没骨画研习、传习、应用逐步推
进，核心工作是绘画艺术本体部分，
再以创作作品作为母本，通过非遗
转化、设计应用、数字交互等途径，
进行现代性传承，将这一地方艺术
经典扩展为具有标识性、系统化的
艺 术 作 品 体 系 ，融 入 现 代 品 质 生
活。艺术传承的密码，正藏在跨界
融合的二次设计中。

南田曾说：“简之入微，则洗尽尘
滓，独存孤迥。”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孤
迥”恰是一剂良方——教会我们以柔克
刚，在留白处见天地，于水色间养心性。

当观众在展览留言簿写下“好美
好治愈”“我也想学”时，我知道，300
多年前那缕清雅的墨香，正在新时代
的土壤里悄然生长。

（以下为周一鸣创作作品）

——学习常州画派南田艺术的心路历程

南田散步，“没骨”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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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学生同台展示“常州吟诵”

本文作者教学中

指导“南田艺术传习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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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常州人，从
小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下习得一口流
利的常州话。我幼时并不知道，若干
年后的我会因为这一口方言，结缘一
项国家级非遗——常州吟诵。

大学里，我主修汉语言文学，了
解到了“吟诵”这种中国人的读书方
式，而在我的家乡常州就保留有国
家级非遗——常州吟诵。初次在网
络上接触到“常州吟诵”的我，就被
它低吟浅唱的旖旎调子吸引住了。

2014 年，我结识了蒋涌涛老
师，他带给我一本《学一点常州吟
诵》的小册子。那年夏天，在椿桂坊
的香樟树下，蒋老师指着《静夜思》
中的字，给我标注每个字的平仄。
他挥动着手中的笔，模拟着声调的
高低起伏，很有耐心地纠正我。后
来我带着这本书回到大学的校园，
细细咂摸，学会了10多个篇目的吟
诵。教我们诗词创作的教授，在一
次课间留住我：“听说你是常州人，
还会吟诵，你们那边的方言吟诵是
什么样的？”我就给他吟了一首杜牧
的《清明》。他很欣慰，原来江南的
吟诵有如此好的韵味。

“常州吟诵”能如此完整地保留
和传承下来，离不开秦德祥先生的
抢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秦先
生走访采录了数十位“常州吟诵”传
人的吟调，并记录成乐谱，为“常州
吟诵”申报国家级非遗积累了珍贵
的材料。“常州吟诵”也成为了传承
最具有代表性的吟诵艺术，成为了
国家级非遗“吟诵调”项目下的唯一
子项。

2019年2月，回到常州工作的
我正式加入常州市非遗保护中心

“常州吟诵”传习所，系统地学习积
累，并积极参与“常州吟诵”的展演
活动。同年 9 月，“春华秋实·四季
流芳”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常州吟诵”研讨会在常州工学院召
开，我向研讨会提交了文章《在常州
初中开设“学一点常州吟诵”校本课
程的设想》。也恰好在那个月底，这
个设想得以落实：我在北京师范大学
常州附属学校（后更名为“常州市钟
楼区昕弘实验学校”）七年级首次开
设了《学一点常州吟诵》校本课程。
该课程至今已连续开办至第六届，已
然成为学校校本课程的一张名片。
2020年，该课程入选“常州市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之一。

2022年3月，我选择了统编版
语文七年级下册课文《木兰诗》为尝
试对象，在自己任教班级的语文课上
开展吟诵教学的实践探索。学生在
揣摩吟调、反复吟咏的过程中，加深
了对诗歌内涵和人物形象的理解。
这让我对吟诵进入语文古诗文教学
的课堂充满了信心，并撰写了教学论
文《常州吟诵在中学语文古诗文教学
中的实践探索》，论证“以吟促悟”的
吟诵教学法。6月，我参与了“诗教中
国”诗词讲解大赛，以朗诵与“常州吟
诵”相结合的形式解读统编版语文

七年级下册课文《登幽州台歌》，最
终荣获省级决赛二等奖。

2022年暑假过后，学校将我从
初中调到小学任教。我发现小学生
对吟诵的音调有着超乎想象的接受
力，又受常州工学院金丽藻教授的
启发，开始探索用普通话套吟常州
调的吟诵教学模式，面向全体学生
展开古诗词吟诵教学。学生在吟诵
的陶冶下，提升了对诗词的理解和
欣赏能力，能够更好地把握诗歌真
实的情感。

2023年9月，我为常州市钟楼
区昕弘实验学校成功申报常州市
第六所国家级非遗“常州吟诵”传
习基地，并举办了吟诵中秋雅集和
授牌仪式。学习强国、常州市文化
馆、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
会、钟楼教育等多个平台宣传报道
了本次活动。

如今，学校将我的校本课程升
级为“校队特训课”，允许筛选具备
常州方言基础的学生，更有针对性
地传承和推广“常州吟诵”，还专门
在图文楼开辟“常州吟诵教学区”，
为学生了解和学习“常州吟诵”提供
了场地支持。

“常州吟诵”在校内的传承，更
多地是借吟诵调辅助教学，考虑到
本地方言流失的现状和外地学生不
会讲常州话，因此采用普通话教
学。而原汁原味的“常州吟诵”是以
常州方言为载体的。我的吟诵校队
课会采用方言教学，但一期仅能教
授10多个学生，影响极其有限。乡
音是一个人重要的家乡记忆，丢失
了乡音的孩子们也许再也读不懂苏
轼的“乡音无伴苦思归”，读不懂贺
知章的“乡音无改鬓毛衰”，读不懂
范成大的“尚爱乡音醒病耳”……于
是，我萌生了在自媒体平台宣传“常
州吟诵”的想法。

2024年8月，我结合自己的学
习心得和教学经验，开始在抖音和
微信视频号同步推出“常州吟诵”系
列视频，探索“常州吟诵”的网络推
广形式，至今已陆续发布了 10 余
期，最高播放量达 1.4 万。视频全
程用常州方言讲解和诵读，配有字
幕，吸引了许多对吟诵和常州方言
感兴趣的朋友。

光阴匆匆而过，我与“常州吟
诵”结缘已然 10 个春秋。10 年前
那个懵懂的初学者，如今已站稳讲
台，走进自媒体，成为了“常州吟诵”
的教学实践者和网络推广者。这一
切都离不开“常州吟诵”传习所各位
前辈老师的指点与扶持，衷心地感
谢他们。

甘守吴音承旧韵，愿传古调启
新声。“常州吟诵”承载着的是悠悠
古运河滋养下的常州文脉。“常州吟
诵”不仅要重回语文课堂，更要重回
常州寻常百姓家。作为承前启后的
一代人，把中华经典诗文的抑扬顿
挫根植于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常州人
的心中，我责无旁贷。

——我与“常州吟诵”的十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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