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子宏和梁登攀有一个梦
想：守护好手绘墙纸这项中华
传统技艺，把宏雅公司打造为
优质“百年老店”。

紧跟时代潮流和市场走
向，宏雅公司引入新的生产设
备和技术，逐步开发了胶面墙
布、金属箔纸、无纺纸等基材，
将手绘产品线延伸至手绘屏
风、手绘家具、手绘家纺等领
域；在继续巩固国际市场的同
时，看准中国市场已成为高端
定制化软装发展最快、潜力最
大市场的趋势，根据国内客户
的喜好和要求，有针对性地开
发符合国内市场需求的手绘墙
纸产品。

宏雅公司坚信版权是让艺
术焕发新生的关键力量，积极
开展版权登记工作，用版权来
护航和升级自身发展。目前，
宏雅公司已登记手绘墙纸作品
近百件，未来更是希望建立起
属于自己的版权图库。

“我们积累了几十年的手
绘墙纸设计，假如注册版权形
成图库，就可以开发成不同类
型的产品或者授权别人生产产
品。那样，我们走向‘百年老
店’的步伐会更加稳健。”梁登
攀说。

一幅墙纸 画满交融

广东江门，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中原文化、岭南文
化、海洋文化在此相互交融，碰
撞出独特的侨乡文化。

从开平碉楼到台山洋楼，
从陈宜禧修铁路到冯如造飞
机，“中西合璧”的建筑，西学中
用的实践，侨乡文化，无不浓浓
体现出交融二字。

出自台山海宴的手绘墙纸
产品独步欧美市场，为这种充
满交融性的文化特色，再添了
一分鲜明辨识度。

从内容创作看，它融中国
风物生活与西方明暗写实绘画
风格于一体，是中式工笔手法
与西方油画颜料的结合；从市
场渊源看，它是东方传统手绘
技艺与西方高端艺术需求的匹
配，缘起于闯荡在外的台山人
架设起中西文化经贸交流的渠
道；从深层意义看，它是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增强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载
体。

坚守传统、融会贯通、创办
工坊、回乡创业、注册版权……
宏雅公司的历程，让我们再度
感受到一个城市背后真正持久
而深沉的力量——文化。正是
这种由自信自强、开放包容、探
索创新、与时俱进、家国情怀、
勇于担当汇聚而成的侨乡文
化，涵养出中国侨都独有的城
市气质，让这片土地上呈现出
如此丰富多彩的“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进而成为海外华
侨华人观察广东乃至中国的重
要窗口。

一幅墙纸，画满交融，画下
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设
计相结合的魅力，也画下了侨
乡江门台山一群普通人通往世
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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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上旬，冬阳和煦，台山市海宴镇镇圩，两幢不起眼的建筑内，一群工人正
专注地忙碌着。

他们——曾是插秧的农民、赶海的渔夫、集市上的小商贩，如今已变身台山市宏雅手
绘墙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雅公司”）的画师，在各自岗位进行着制纸、起稿、做底色、描
画细节、上色等工序。

由他们合力完成的手绘墙纸，不久将翻山越水、漂洋过海，出现在国内国际尤其是欧
美的高档建筑以及名人居所内，也许是在某座世界知名的博物馆、酒店的走廊上，也许是
在某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或好莱坞明星的客厅里。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蔡昭璐 通讯员 梁园园（署名除外）

台山小镇群众作品与欧美顶级
客户群体，这种奇妙的连接，始于历
史的风云际会。

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
对外开放的港口，一些西方商人除了
把丝绸、茶叶、陶瓷等中国商品运回
国销售外，还希望把中国的异域风情
也带回去。

当时，摄影尚未出现，许多中国
画师便瞄准这一商机，创作出大量表
现广东地区山水风物、花鸟鱼虫和生
活场景的外销画。其中，一些欧美权
贵把外销画当成墙纸使用，由此诞生
了手绘墙纸这一外销画品类。

这些手绘墙纸以其独特的视觉
语言、流畅细致的描绘，以及融合东
西方艺术精华的“中国意韵”，满足了
西方人对直观视觉效果的追求，随着
海上贸易航线行销全球，被誉为“最
早的全球性产品之一”。

台山这座南方小城，也在某个时

间节点参与到这场全球化的经贸流
动之中。

1917年，台山市汶村镇，一个男
孩出生。他自幼勤奋好学，爱好画
画，尤其擅长花鸟工笔画，成年之后
到广州谋生，曾在广州十三行一带的
画廊从事外销画的制作，此间有机会
学习到西方明暗写实绘画风格。

后来，他辗转至香港，在一家专
门生产手绘壁纸的公司工作，第一次
接触到了中国手绘壁纸。由于绘画
功底扎实，工作认真刻苦，加上思维
灵活，他很快就成为公司的骨干，深
受公司和外国客商的赏识。

他叫陈羽。
1957年，凭借在业内积累的丰富

资源，陈羽创办了真·美艺坊，专门从
事手绘产品的制作与销售。他利用
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积极推动中国手绘壁纸工艺与设计
的革新与发展，通过将宣纸裁块并重

新托裱的方式制作“裱格纸”，引入西
方颜料和涂料，融合西方绘画的明暗
色彩造型手法与传统工笔画的勾线
设色法，产品成功迎合了欧美市场对
壁纸的需求。

随着客户群不断扩大，陈羽把业
务从香港拓展到澳门。真·美艺坊鼎
盛时期，香港总公司有近百名员工，
澳门分公司也有40多名员工。

1984年，怀着一份乡情，陈羽把
公司搬到台山，在海宴镇成立了真美
墙画厂（即后来的宏雅公司），并在这
里收徒传艺。

2003年，企业传到了陈羽的孙
辈——陈子宏和梁登攀两表兄弟的
手中。在台山，他们坚守初心，与时
俱进，继续着这份技艺的传承与创
新。

如今，宏雅公司的员工超过120
人，产品也随着业务的扩张不断走向
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陈子宏是陈羽的孙子，于1990
年进入真美墙画厂工作，逐步熟悉了
制作手绘墙纸的每一道工序。2003
年，他接手公司。同年，精通英语和
商贸的表弟梁登攀放弃了在深圳的
工作，回到台山与陈子宏共同经营，
并注册成立台山市宏雅手绘墙纸有
限公司。

一个对手绘墙纸技艺有匠心传
承，一个有着在大城市积累多年的商
贸经验，两表兄弟各有所长，共同撑
起宏雅公司的发展。

20多年来，宏雅公司生产的墙纸
频繁出现在国际重要场合，如美国白
宫、布莱尔宫、美驻英大使馆，同时走
进欧美不少富商政要家中，成为欧美

“中国风”装饰风格的杰出代表产品。
2015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

馆通过国外代理商联系上了梁登
攀。原来，该博物馆当时正在筹备中
国晚清外销艺术品展览，工作人员偶
然间在市场上找到了宏雅公司生产

的手绘墙纸，于是希望他们能够提供
产品作为当代展品，以展示这门传统
艺术的传承。宏雅公司向博物馆提
供了两套手绘墙纸。最终展览大获
成功，两套墙纸也成为艺术精品被收
入馆藏。

来自东方的手绘墙纸，缘何300
多年来依然活跃在西方市场？答案
是：产品的艺术性和稀缺性。

一直以来，宏雅公司基本传承了
18世纪手绘墙纸的设计风格，秉持陈
羽先生摸索出来的东西方艺术融合
的理念，始终坚持纯原创手工制作，
一笔一画都由画师负责。

“普通版印墙纸的图案设计、颜
色都很呆板，而且画面不丰富。相比
之下，传统的中式手绘墙纸图案拥有
独特设计，颜色可以调整，工笔画的
细节也很细腻，整个画面立体感强，
可以说每一幅手绘墙纸都是独一无
二的艺术创作。”梁登攀说。

2011年进公司工作至今的陈璧

燕，主要负责产品草图设计。据她介
绍，公司产品具有鲜明的私人订制性
质，有些客户甚至要求将自己家里养
的小狗、门前的树也画上去，造就了
作品的不可替代性；再则是手绘技艺
带来的独特质感，是电脑和印刷无法
取代的。

此外，公司的产品可谓高度精细
化。“我们以前画过一幅作品，1.5平方
米，里面就有21个人、1栋房子和10
多只不同品种、形态的鸟兽；一面3平
方米的花鸟风墙纸，10个人要耗时2
天才能完成，而一幅面积3平方米的
农耕图，10个人则要用5天。”画师陈
璧燕说。

据悉，目前宏雅公司的手绘墙纸
产品一年销售面积大约是1.8万平方
米，每平方米约为数百美元，根据款
式来具体定价。

2017年，“传统中式手绘仿古墙
纸技艺”入选台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一笔一画皆出自画师之手
“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创作”B

宏雅公司二楼的涂染区，近300
平方米的车间里，70多名画师神情专

注，正埋头于各自的工作台前
给纸上图案上色。现场除

了风扇转动的沙沙声，
几乎听不到其他声
音。

“在这里工
作和养生差不
多。”58岁的杨
玉好扶了扶鼻
梁 上 的 眼 镜
说，她从 1990
年干到现在，从
来没想过离开，
因为待遇好、工

资准时发放、工作
强度适中、环境安

静。
对她而言，这份工作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能
学到技术、感受艺术。

“我这双手以前是种地的，现在
在这里画画。”杨玉好伸出右手的食

指，做了个朝下的动作说，“工厂现在
的位置正好是我家以前的水田，说起
来我算是在自家土地上作画呢。”

真美墙画厂在海宴成立后，前来
应聘的大都是镇上周边的村民、渔
夫、小商贩，几乎没有任何美术功
底。为此，陈羽不但亲自上手教，更
是将香港的手绘墙纸老师傅带到台
山，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熟
手员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玉好进
厂。34年来，她在厂里基本上就做一
件事：给花朵染上颜色。岁月磨砺
中，她渐渐从一个美术小白成长为熟
手画师。

今年37岁的邓敏思之前在海宴
镇卖茶叶，2022年进入宏雅公司后，
一直在染花组跟着杨玉好学习。“杨
老师像半个花仙子，各种花的形状、
纹路、色彩，扫一眼就知道哪里该鲜
艳些、哪里该淡雅些。”她说。

如今，宏雅公司的120多名员工
中，有多对母子、发小、夫妻。他们在
工作中，共同传承着传统手绘墙纸的

技艺。
朱永康是杨玉好的儿子，小时候

常到母亲工作的画厂转悠，耳濡目染
之下喜欢上了美术。2006年，他进入
宏雅公司跟着师傅学习涂底、勾勒、
晕染，经过10多年的沉淀，如今已是
公司里的一把好手，专门负责动物、
地面部分的描摹、上色。

“我以前是一个有些散漫的人，
但成为一名画师后，我变得严谨起
来。”朱永康说，公司给自己提供了一
个“饭碗”，也提供了参与艺术创作、
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必须十二分用
心。

今年73岁的钟昌华于1986年进
厂，主要画农耕图，尤其擅长画人物
和竹。由于放不下对这门技艺的热
爱，钟昌华退休后接受返聘回公司工
作至今。他这样回溯自己的职业生
涯：“虽然没能成为梦想中的伟大画
家，但在公司的平台上，我参与的作
品有机会被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
馆收藏，走向了国际舞台，也算是一
种圆梦。”

“中国意韵”装点欧美建筑
台山手绘墙纸走向国际市场

手绘墙纸技艺在家乡传承
“我在自家土地上作画”

守护传统技艺
打造“百年老店”

调色师在比对颜色，差一点都不行。

钟昌华尤其擅长画人物和竹。

为达到最佳效果，调配一个颜色通常要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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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师戴着
耳机，可以让精神更
专注。（受访者供图）


